
（上接 C31 版）
②未来销售收入预测
经核实，广东康爱多数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业务药品零售与批发，实际经营方式为线下

门店销售、线上通过自建网站平台、线上通过其他电商 APP进行联合销售等。 企业目前已与基本完成
自身电商平台的建设，并与各大电商平台取得了良好的合作效果。 本次评估根据企业历年的销售数据
情况以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未来年度销售收入及成本的预测，结合行业数据对企业的预测进行分析，
具体方法如下：

A．通过查询上市公司中投资题材/概念及相关行业为医药药品批发、医药药品零售及医药药品电
商相关程度较高的企业，确定选出 19支具有可比性或同行业的对比公司，选出可比上市公司后，评估
人员查询了 2016-2019 年度，2020 年 3 季度（同比第 3 季度）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结果如
下：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三季
300288.SZ 朗玛信息 25.72% 3.44% 11.26% -4.89% -15.24%
002603.SZ 以岭药业 19.95% 6.84% 17.97% 20.99% 48.31%
600196.SH 复星医药 16.02% 26.69% 34.45% 14.72% 4.12%
603939.SH 益丰药房 31.21% 28.76% 43.79% 48.66% 27.72%
000950.SZ 重药控股 -22.83% 797.71% 11.97% 31.16% 20.87%
603883.SH 老百姓 33.40% 23.09% 26.26% 23.15% 20.91%
600713.SH 南京医药 7.69% 2.82% 13.94% 18.70% 4.99%
603233.SH 大参林 19.15% 18.29% 19.38% 25.76% 30.49%
600129.SH 太极集团 8.70% 12.15% 22.38% 8.92% -3.85%
002727.SZ 一心堂 17.44% 24.03% 18.39% 14.20% 20.59%
002433.SZ 太安堂 29.68% 5.32% 2.36% 21.05% -8.46%
000705.SZ 浙江震元 12.78% 5.65% 10.87% 13.47% 4.06%
600511.SH 国药股份 10.83% 171.06% 6.77% 15.24% -11.00%
000028.SZ 国药一致 58.69% 0.04% 4.50% 20.69% 10.30%
600998.SH 九州通 24.13% 20.12% 17.84% 14.19% 9.46%
601607.SH 上海医药 14.45% 8.35% 21.58% 17.27% -0.21%
600833.SH 第一医药 1.88% 2.44% -24.39% 5.65% 29.95%
002758.SZ 浙农股份 3.12% 8.83% 11.22% 10.27% -12.61%
002462.SZ 嘉事堂 33.80% 29.78% 26.13% 23.53% 3.06%
2020年度，由于新冠疫情对国内生产及行业的冲击，对医药行业的销售收入增长的影响程度也不

尽相同，虽然选取的上市公司平均增长率为 24.89%，但企业不同的特点导致其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也不
完全相同，通过评估人员进一步调研查询：第一，以实体门店为主体，拥有超过 500 甚至上千家门店的

“益丰药房”、“老百姓”、“一心堂” 等传统医药零售行业且初步进入医药电商的上市公司， 拥有 20%-
40%的较为可观的主营业务增长率；第二，以批发为主，同时涉足医药电商行业的“国药一致”、“九州
通”、“第一医药”等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增长率处于相对可观的梯队，为 10%-20%；第三，以医药研发生
产同时涉及电商领域的部分上市公司，为负增长，由此可见门店数量、批发能力及是否涉及电商领域
是保持在新冠疫情影响的行情下稳步发展的关键。 B．根据上述情况，本次被评估单位的主营业务增长
期望（预测值）数据为 30%至 5%，在未来年度逐年递减，被评估单位的主要业务结构中，批发占比逐年
下降，医药零售占比相对较少，但电商行业涉足程度更深，故在 2020 年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呈现较为疲
软的增长（负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6 年度至 2020 年度行业平均主营收入增长率比较中，被
评估单位保持比较好的正偏离值：

项目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三季度

行业平均增长率 18.20% 62.92% 15.61% 18.04% 9.66%

康爱多（主营业务增长率） 77.53% 2.92% 56.86% 44.35% -9.38%

差值 59.33% -60.00% 41.25% 26.31% -19.04%

平均差值 9.57% - - - -

因此在经济逐渐回复的未来年度，被评估单位仍有较为大的发展空间，考虑到被评估单位与上市
公司间存在资金、规模、渠道等种种差异，故本次评估采用上市公司历史年度平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率经调整后的数据作为预测依据，取 19.89%至 2.89%作为预测年度的主营收入增长率，根据上述评估
思路，预测企业未来收入及成本结果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及以后

一、自建网络平台 53,515.39 63,089.29 71,221.50 76,840.88 79,061.58

成本 40,800.13 48,099.27 54,299.27 58,583.49 60,276.55

二、网售 -天猫 110,239.47 129,961.31 146,713.32 158,289.00 162,863.55

成本 87,794.71 103,501.19 116,842.49 126,061.36 129,704.53

三、网售 -京东 41,602.78 49,045.52 55,367.49 59,735.98 61,462.35

成本 33,020.13 38,927.43 43,945.18 47,412.45 48,782.67

四、其他电商平台 4,570.48 5,388.14 6,082.67 6,562.59 6,752.25

成本 3,453.91 4,071.82 4,596.67 4,959.35 5,102.68

五、E+药店 42,977.48 50,666.16 57,197.03 61,709.88 63,493.30

成本 39,840.13 46,967.53 53,021.65 57,205.06 58,858.29

六、门店 6,179.72 7,285.28 8,224.35 8,873.25 9,129.69

成本 4,912.26 5,791.07 6,537.54 7,053.35 7,257.19

七、批发 59,583.11 70,242.53 79,296.79 85,553.31 88,025.80

成本 56,204.75 66,259.78 74,800.66 80,702.44 83,034.74

八、其他收入 12,547.87 14,792.68 16,699.46 18,017.05 18,537.74

（2）期间费用预测
①管理费用
广东康爱多数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管理费用主要包括管理人员工资、 人员劳务费及房屋租赁费

等，企业的历史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12月

管理费用 4,228.01 5,240.95 5,068.42 6,305.77 7,957.01 7,423.84
根据上表历史数据，并结合企业未来的经营状况，管理费用的预测如下表：
项目名称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及以后

管理费用合计 6,889.59 7,200.68 7,527.32 7,870.28 8,230.38
②销售费用
广东康爱多数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费用主要包括销售人员工资及社会保险费、平台扣费、快

递包装费、销售推广服务费等，企业的历史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12月

销售费用 15,280.13 23,040.61 22,856.74 33,366.02 40,348.40 49,051.88
根据上表历史数据，并结合企业未来的经营状况，销售费用的预测按照以下方式进行，评估人员

核实并确认了销售费用的相关数据，经与被评估单位财务及销售人员、采购人员、宣传人员的沟通后
了解到，销售费用中“平台推广费”、“平台扣费”、“快递费”、“包装费”等费用与销售收入具有比较强的
关联性，具体如下表：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12月
平台推广费 /销售收入 9.43% 6.87% 6.81% 6.93% 4.29% 7.82%
平台扣费 /销售收入 0.36% 0.35% 0.45% 0.68% 0.73% 0.65%
快递费 /销售收入 6.64% 6.32% 5.41% 5.11% 4.24% 3.54%
包装费 /销售收入 0.91% 0.73% 0.67% 0.55% 0.46% 0.48%

根据企业财务人员与评估人员共同分析， 四项费用在企业经营规模逐渐扩大的过程中会逐渐降
低，但仍与主营业务收入息息相关，故本次评估中销售费用中的该四项费用按照与主营业务收入的占
比进行预测，具体如下表：

平均值 取定值(第一年） 取定值(第二年） 取定值(第三年及以后）
平台推广费 /销售收入 6.54% 6.50% 6.00% 5.50%
平台扣费 /销售收入 0.57% 0.55% 0.55% 0.55%
快递费 /销售收入 4.92% 4.80% 4.50% 3.50%
包装费 /销售收入 0.58% 0.55% 0.55% 0.55%

其他费用仍然参照企业历史年度数据及未来可能产生的增长进行考虑，销售费用的预测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及以后

销售费用合计 50,916.77 55,040.27 54,754.00 58,778.39 60,703.77
③财务费用
广东康爱多数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财务费用主要包括平台手续费及借款利息支出， 企业的历史

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12月

财务费用 193.68 123.64 128.74 197.15 205.68 612.78
根据上表历史数据，并结合企业未来的经营状况，财务费用的预测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及以后

财务费用合计 1,138.75 1,221.71 1,292.17 1,340.86 1,360.11
（3）业务税金及附加的预测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等。2019年 4月

1日起，企业适用调整后增值税率，按 0%、9%及 13%三个税率对应不同商品缴纳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 7%，教育费附加 3%，地方教育费附加 2%。 企业的历史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12月
营业税金及附加 129.16 234.49 338.97 635.14 661.97 554.45

根据广东康爱多数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税率分别进行计算，未来各年抵扣
后的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及以后

营业税金及附加 728.68 859.04 969.77 1,046.28 1,076.52
（4）营业外收支预测
营业外收支净额 2015-2020 年 12 月的发生额分别为 232.49、180.32、128.76、-18.83、-123.04、-

401.49万元。 由于营业外收支具有不确定性，营业外各项收入和营业外支出中的违约赔偿、政府补助、
捐赠支出等并非企业正常收支，且金额不大，故本次评估对营业外收支不进行预测。

（5）企业所得税的预测
企业所得税按 25%的税率征收。
（6）追加资本预测
追加资本指企业团队在不改变当前经营生产条件下， 所需增加的营运资金和超过一年期的长期

资本性投入。 如产能规模扩大所需的资本性投资(购置固定资产或其他非流动资产)，以及所需的新增
营运资金及持续经营所必须的资产更新等。 在本次评估中， 评估对象账面无所需用的设备等固定资
产，评估在未来年度根据评估对象的规模、经营状况，对固定资产做了适量的预测，未来经营期内的追
加资本主要为持续经营所需的基准日现有资产的更新、资本性支出和营运资金增加额。 即本报告所定
义的追加资本为：

追加资本=资产更新+营运资金增加额+资本性支出
①资产更新投资估算
按照收益预测的前提和基础，未来各年只需满足维持生产经营所必需的更新性投资支出。
②营运资金增加额估算
营运资金增加额系指企业团队在不改变当前营业业务条件下， 为保持企业团队业务持续经营能

力所需的新增营运资金，如正常经营所需保持的现金、产品存货购置、代客户垫付购货款(应收账款)等
所需的基本资金以及应付的款项等。

营运资金增加额=当期营运资金-上期营运资金
其中：营运资金=最低现金保有量+存货+应收款项-应付款项
根据评估对象经审计的历史经营的资产和损益、 收入和成本费用的统计分析以及对未来经营期

内各年度收入与成本的估算结果，可得到未来经营期内各年度的最低现金保有量、存货、应收款项以
及应付款项等及其营运资金增加额，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及以后 稳定年

销售收入合计 331,216.30 390,470.91 440,802.61 475,581.94 489,326.26 489,326.26
销售成本合计 266,026.02 313,618.09 354,043.45 381,977.49 393,016.64 393,016.64
期间费用 59,673.79 64,321.70 64,543.26 69,035.81 71,370.78 71,370.78
营业税费 728.68 859.04 969.77 1,046.28 1,076.52 1,076.52
销售费用 50,916.77 55,040.27 54,754.00 58,778.39 60,703.77 60,703.77
管理费用 6,889.59 7,200.68 7,527.32 7,870.28 8,230.38 8,230.38
财务费用 1,138.75 1,221.71 1,292.17 1,340.86 1,360.11 1,360.11
完全成本 325,699.81 377,939.79 418,586.71 451,013.30 464,387.42 464,387.42
非付现成本 668.27 668.27 668.27 668.27 668.27 668.27
折旧 213.48 213.48 213.48 213.48 213.48 213.48
摊销 454.79 454.79 454.79 454.79 454.79 454.79
付现成本 325,031.54 377,271.52 417,918.44 450,345.03 463,719.15 463,719.15
营运资本 25,834.87 30,456.73 34,382.60 37,095.39 38,167.45 38,167.45
营运资本增加额 -5,914.11 4,621.86 3,925.87 2,712.79 1,072.06 0.00

（7）收益的预测结果
根据上述各项预测数据， 评估人员对广东康爱多数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未来几年的现金流量进

行了预测，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及以后
一、收入 331,216.30 390,470.91 440,802.61 475,581.94 489,326.26
减：成本 266,026.02 313,618.09 354,043.45 381,977.49 393,016.64
营业税金及附加 728.68 859.04 969.77 1,046.28 1,076.52
营业费用 50,916.77 55,040.27 54,754.00 58,778.39 60,703.77
管理费用 6,889.59 7,200.68 7,527.32 7,870.28 8,230.38
财务费用 1,138.75 1,221.71 1,292.17 1,340.86 1,360.11
资产减值损失 - - - - -
二、营业利润 5,516.49 12,531.12 22,215.90 24,568.64 24,938.84
加：营业外收入 - - - - -
减：营业外支出 - - - - -
三、利润总额 5,516.49 12,531.12 22,215.90 24,568.64 24,938.84
减：所得税 1,379.12 3,132.78 5,553.98 6,142.16 6,234.71
四、净利润 4,137.37 9,398.34 16,661.92 18,426.48 18,704.13
加：折旧摊销、扣税利息
等 1,174.56 1,174.56 1,174.55 1,174.55 1,174.56

折旧 213.48 213.48 213.48 213.48 213.48
投资性房地产折旧 - - - - -
摊销 454.79 454.79 454.79 454.79 454.79
扣税后利息 506.29 506.29 506.28 506.28 506.29
减：追加资本 -5,245.84 5,290.13 4,594.14 3,381.06 1,740.33
营运资金增加额 -5,914.11 4,621.86 3,925.87 2,712.79 1,072.06
资本性支出 - - - - -
资产更新 668.27 668.27 668.27 668.27 668.27
五、净现金流量 10,557.77 5,282.77 13,242.33 16,219.97 18,138.36

本次评估中对未来收益的预测， 是通过对广东康爱多数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所提供的相关生产
经营财务数据的复核调整以及对所处行业的市场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其经营历史、市场需求与
未来的发展等综合情况作出的一种专业判断。 预测时未考虑其它非经常性收入等所产生的损益。

5、收益法评估测算
（1）基本参数的确定

⑧2020年现金流折现率的估算=0.0356×0.1071+0.1122×0.8929=10.30%
⑨其他收益期现金流折现率的估算计算过程同上，计算结果如下表:
项目名称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及稳定年
折现率 10.30% 10.30% 10.30% 10.30% 10.30%
（2）经营性资产价值估算
将净现金流量预测表中得出的企业预期净现金流量和通过测算得出的折现率代入公式（2），即可

得到评估对象的经营性资产价值为 168,136.48万元。

（3）非经营性或溢余性资产估算
经核实，评估基准日 2020年 12月 31日，评估对象资产负债表披露，评估对象的部分款项及投资

与其正常生产经营无关，应将其作为经营性资产价值之外的溢余性资产处理：
项目类别 科目名称 内容 金额（万元）

溢余性流动资产(负债)

其他货币资金 保证金等 9,906.45
其他应收款 往来款、保证金等 2,787.27
预付账款 待摊费用、订金等 90.83

其他应付款 往来款 -2,347.52
合计 10,437.03

（4）企业整体资产价值
企业整体资产价值=经营性资产价值＋非经营性或溢余性资产价值
=168,136.48+10,437.03=178,573.51(万元)
（5）付息债务价值估算
截至评估基准日，广东康爱多数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账面付息债务合计 19,123.33万元。
（6）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的确定
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企业整体资产价值-付息债务价值
=178,573.51-19,123.33=159,450.00(万元)(取整)”
（二）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情况分析交易作价的合理性，说明与前次股权转让估值 26 亿元存

在差异的原因
1、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情况分析交易作价的合理性
京东健康股份有限公司（06618.HK）是一家主要从事“互联网+医疗健康”生态系统业务的香港联

交所上市的医药服务平台公司。 该公司主要为客户提供医药和健康产品、互联网医疗、健康管理及智
能医疗保健解决方案及为业务合作伙伴提供市场营销服务。 根据京东健康的 2020 年年报，京东健康
资产总额 439.93亿元，负债总额 47.43 亿元，股东权益合计 392.51 亿元。 销售收入 193.83 亿元，净利
润-172.35亿元。 京东健康的收入来源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自营收入约 168亿元，该部分为零售
药房业务和在线医疗健康服务业务。 另一部分为平台服务收入约 26 亿元，主要为公司向第三方商家
收取的佣金及平台使用费、向供应商及第三方商家收取的营销服务费等。

阿里健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00241.HK）是一家主要从事“互联网+医疗健康”生态系统业务的香
港联交所上市的医药服务平台公司，主要业务包括运营主要作中国药品行业所用之电子监管网(「电子
监管网」)、建设医疗服务网络及医药电商业务以及为医药保健领域提供其他互联网解决方案。 根据阿
里健康的 2020 年年报，阿里健康资产总额 78.70 亿元，负债总额 26.67 亿元，股东权益合计 52.03 亿
元。销售收入 95.96亿元，净利润-0.16亿元。阿里健康的收入来源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电商平
台业务收入约 11.70 亿元， 该部分为从阿里巴巴集团收购的保健食品及医疗器械等类目电商平台业
务、天猫医药平台提供的外包服务业务以及医药 O2O业务。 第二部分为医药自营业务收入约 81.34亿
元，主要为 B2C零售、相关广告业务和 B2B集采分销业务。第三部分为互联网医疗业务收入约 0.38亿
元，主要为线上健康咨询等互联网医疗业务收入。 第四部分为消费医疗业务收入约 2.14 亿元，主要为
医疗健康服务及健康宣教、咨询预约等增值服务。 第五部分为追溯及数字医疗业务收入约 0.39 亿元，
主要为码上放心平台的追溯及数字医疗业务收入。

康爱多的商业模式主要是医药产品的电商销售和批发，而阿里健康和京东健康除了电商销售外，
还有医疗健康服务以及平台营销服务，业务模式上有着较大差异，而且阿里健康和京东健康在香港联
交所上市，其会计政策与监管方式国内也有着较大的差异。 因此，康爱多与阿里健康和京东健康的估
值无法进行比较。

由于同类上市公司收购行为中所公告的内容中只有收购价格和相关公司概况， 并未公开相关的
财务数据和经营状况，因此无法采用收购案例法进行同行业估值比较。

经通过公开资料查询，同行业医药零售的上市公司中，只有第一医药（600833）的经营范围与商业
模式与康爱多相同，而且资产总量与康爱多相近，销售收入还低于康爱多，因此我们采用第一医药的
市值与康爱多的估值水平进行比较。

（1）资产负债和利润比较
康爱多和第一医药近三年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如下

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第一医药 康爱多 第一医药 康爱多 第一医药 康爱多

资产合计 139,625.58 119,871.27 121,655.16 93,428.04 107,946.64 74,931.01

负债合计 64,693.91 92,642.98 48,421.46 69,357.06 40,989.83 52,918.81

所有者权益 74,931.67 27,228.86 73,233.70 24,071.08 66,956.80 22,012.23

销售收入 158,690.37 280,953.69 124,316.95 310,044.73 117,666.58 214,789.18

销售成本 130,465.89 223,575.13 99,435.94 257,896.82 94,874.14 168,884.44

利润总额 9,065.51 4,294.60 6,862.90 2,751.83 5,901.22 5,189.65

净利润 6,854.09 3,157.31 5,308.94 2,058.78 4,718.63 3,904.28

从上表的对比来看，康爱多除了销售收入优于第一医药外，其他财务指标均不如第一医药。 康爱
多主要通过电商平台进行线上销售，使其销售收入超过第一医药近一倍，但净利润却低了第一医药一
倍多。

（2）盈利能力比较
康爱多和第一医药近三年的盈利能力分析指标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主营业务利润率、

主营业务成本率如下表：

财务指标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第一医药 康爱多 第一医药 康爱多 第一医药 康爱多

净资产收益率 9.23% 11.60% 7.32% 8.55% 7.12% 17.74%

总资产报酬率 5.67% 4.60% 5.16% 3.51% 4.83% 8.94%

主营业务利润率 15.36% 20.23% 16.83% 16.61% 16.07% 21.08%

主营业务成本率 84.64% 79.58% 83.17% 83.18% 83.93% 78.63%

从上表对比来看，康爱多的盈利能力均优于第一医药。
上述盈利指标康爱多优于第一医药，但盈利水平却不如第一医药，原因主要是业务重点不同。 康

爱多主要是通过电商平台进行药品销售，线下门店并不多。 线上销售的引流费用和配送费用使其整个
销售费用居高不下，而第一医药仍以线下门店销售为主，线上销售为辅，整个销售费用远低于康爱多。
两家公司销售费用和销售费用率对比如下：

财务指标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第一医药 康爱多 第一医药 康爱多 第一医药 康爱多

营业收入 158,690.37 280,953.69 124,316.95 310,044.73 117,666.58 214,789.18

销售费用 14,987.40 43,931.84 12,367.65 40,348.40 12,955.76 33,366.02

销售费用率 9.44% 15.64% 9.95% 13.01% 11.01% 15.53%

从销售费用的投入不同再来看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差别， 就能清楚地发现两家公司营业收入和
净利润的巨大反差。 在电商平台通过高额的营销（引流）费用支出，使得营业收入大增，同时配送费用
也同步增加，结果导致康爱多增收不增利。

（3）偿债能力比较
康爱多和第一医药近三年的偿债能力分析指标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如下表：

财务指标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第一医药 康爱多 第一医药 康爱多 第一医药 康爱多

资产负债率 46.33% 77.29% 39.80% 74.24% 37.97% 70.62%

流动比率 1.47 1.22 2.01 1.26 2.07 1.33

速动比率 1.11 0.51 1.49 0.52 1.46 0.61

注：因第一医药财务费用为负数，无法测算利息保障倍数，故不做比较。
从上表对比来看，康爱多的偿债能力均不如第一医药。
（4）营运能力比较
康爱多和第一医药近三年的营运能力分析指标应收账款周转率、应付账款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

率、总资产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如下表：

财务指标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第一医药 康爱多 第一医药 康爱多 第一医药 康爱多

应收账款周转率 12.81 29.09 10.86 53.16 9.07 63.85

应付账款周转率 4.20 5.98 3.35 8.02 3.60 7.38

流动资产周转率 1.84 2.81 1.57 3.92 1.65 3.81

总资产周转率 1.21 2.63 1.08 3.68 1.06 3.57

存货周转率 5.98 4.55 4.54 5.01 4.49 4.42

从上表对比来看，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和总资产的周转率康爱多要优于第一医药，原因主要是其
销售收入是第一医药的一倍。 而流动资产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却不如第一医药。

（5）发展能力比较
康爱多和第一医药近三年的发展能力分析指标营业收入增长率、 总资产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

如下表：

财务指标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第一医药 康爱多 第一医药 康爱多 第一医药 康爱多

营业收入增长率 27.65% -9.38% 5.65% 44.35% -24.39% 56.86%

总资产增长率 14.77% 28.30% 12.70% 24.69% -4.97% 64.50%

净利润增长率 29.10% 53.36% 12.51% -47.27% 8.53% 22.36%

从上述指标来看，康爱多营业收入在 2020 年出现下滑，而第一医院在 2018 年出现经营下滑，但
净利润仍有增长。 从 2020年与 2018年比较来看，康爱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30.80%，总资产增长率

为 59.98%、 净利润增长率为-19.13%； 第一药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34.86%， 总资产增长率为
29.34%、净利润增长率为-45.26%。 从这三年的发展能力比较，康爱多不如第一医药。

从上述指标分析来看，作为太安堂的子公司，康爱多因商业模式的不同，除了在资产规模、盈利水
平和发展能力上不如独立上市公司第一医药，但在盈利能力和营运能力上并不逊色于第一医药。 如果
康爱多能在销售引流和货物配送上做到更加合理，降低销售费用，那在销售收入远高于第一医院的基
础上，其盈利水平也会大幅提高。

截止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第一医药收盘价为 9.85 元/股，其总股本为 2.231 亿，总市值约 21.98
亿元。 考虑康爱多的成长性和营运水平的提高，扣除流动性和独立上市公司的品牌优势，其折扣率应
该在 6-8折之间，故康爱多的估值水平应该是 13.19亿-17.58亿之间。

综上，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情况分析，本次交易作价具有合理性。
2、说明与前次股权转让估值 26亿元存在差异的原因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 评估基准日定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采用的是收益法定价， 估值结果为

15.945亿元。
前次股权转让的资产评估是以 2019年 9月 31 日为基准进行资产评估， 广东中联羊城资产评估

与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羊资评字【2019】第 VNMPZ0261
号）选用市场法评估结论，评估结果 为 30.51亿元。

两次估值结论相差约 14.56亿元，造成这一巨大差异的原因主要如下：
1、交易背景不同
2019年 8月，中国证监会布了《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

对分拆上市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并首次正式发文明确分拆上市的实质性条件。
康爱多 2017 年-2019 年 9 月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45,550.30 万元，74,846.34 万元和 90,989.32 万

元，营业利润分别为 4,214.24 万元、5,137.70 万元和 5,281.59 万元（上述数据摘字中联羊城出具的羊
资评字【2019】第 VNMPZ0261号评估报告），基本符合征求意见稿中分拆上市的要求。因此太安堂启动
引入投资者，股权转让，子公司分拆上市的事宜。 在康爱多分拆上市的预期下，投资者也愿意接受较高
的估值。

本次股权交易事项，是在太安堂业绩大幅下滑，“16 太安债”到期并延期支付的情况下，公司调整
战略结构，未来将主业聚焦在中成药研发、制造和销售，中成药初加工及销售上。

2、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2020年 1月中国武汉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肺炎疫情），随后蔓延至全国，全

国各地均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应对措施，对各地进行了封禁或限制出行，停
工停产。

受疫情影响，经评估调查了解到，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不同类型的医药企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且受到疫情前期封禁以及疫情控制后国家对于出行/就诊等方面的要求， 以及个人卫生防护意识的增
加，人们对普通小病症的防护意识有了明显提高，部分感染类疾病大幅减少，医院门诊数量也对应减
少，导致除防护防疫药品外，其他药品的销售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
销售。

虽然在 2020年度我国最终控制了疫情，国内全面复工复产，且经济增长也转为良好预期，但此次
疫情对国内生产及国际环境均产生了较大影响，较之 2019年的经济环境已经有较大改变。

3、估值方法不同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 评估时采用的是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最终选用收益法的结果为 15.945 亿

元。 收益法是从企业整体出发，以企业的获利能力为核心，通过分析、判断和预测企业未来收益，考虑
企业的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后，选取适当的折现率，折现求取企业价值。 收益法应用较多的估值方法
是现金流折现方法(DCF)。 现金流折现方法(DCF)是通过将企业未来预期的现金流折算为现值，估计企
业价值的一种方法。 其基本思路是通过估算企业未来预期现金流和采用适宜的折现率，将预期现金流
折算成现时价值，得到企业价值。

前次股权转让的资产评估采用的是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 最终选用市场法的结果为 30.51 亿元。
市场法常用的两种具体方法是上市公司比较法和交易案例比较法。 上市公司比较法是指获取并分析
可比上市公司的经营和财务数据，计算适当的价值比率，在与被评估企业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确定评
估对象的具体方法。 交易案例比较法是指获取并分析可比企业的买卖、收购及合并案例资料，计算适
当的价值比率，在与被评估企业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的具体方法。 康爱多主要从事医药
电商相关业务，属于医药零售、批发行业，该行业评估基准日在上海、深圳交易所已上市的上市公司共
24 家，其中可以选取业务结构、经营模式、企业规模、资产配置和使用情况、企业所处经营阶段、成长
性、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等因素与被评估单位相类似的上市公司 4 家作为可比公司，故评估选取上市
公司比较法作为评估方法。 在具体测算过程中，采用市销率（PS）价值比率进行对评估对象进行估值。

两种不同的评估方法，得出来的评估结论相差巨大。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评估机构认为不应该当
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原因如下：

（1）康爱多与同类上市公司的销售收入相差巨大。
康爱多 2018年销售收入为 21.48亿元，2019年销售收入为 31.00 亿元，2020 年销售收入 28.10 亿

元， 而与之相比较的大参林 2018 年销售收入 88.59 亿元，2019 年销售收入 111.41 亿元，2020 年销售
收入 145.83亿元， 老百姓 2018年销售收入 94.71亿元，2019年销售收入 116.63 亿元，2020 年销售收
入 139.67亿元，第一医药 2018年销售收入 11.77亿元，2019年销售收入 12.43 亿元，2020 年销售收入
15.87亿元，如下表：
同类上市公司近三年销售收入比较表

序号 可比公司 2020年（亿元） 2019年（亿元） 2018年（亿元）

1 大参林 145.83 111.41 88.59

2 老百姓 139.67 116.63 94.71

3 第一医药 15.87 12.43 11.77

目标公司 康爱多 28.10 31.00 21.48

通过上表比较发现，大参林和老百姓的销售收入是目标公司康爱多的 4-6 倍，而第一医药的销售
收入又远小于康爱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不适合采用上市公司比较法来进行评估。

（2）康爱多的盈利能力
康爱多 2018 年净利润为 3,904.28 万元，2019 年净利润为 2,058.78 万元，2020 年净利润为

3,157.78 万元。 而与之相比较的大参林 2018 年净利润为 52,568.79 万元，2019 年净利润为 69,654.28
万元，2020 年净利润为 108,301.95 万元； 老百姓 2018 年净利润为 50,400.43 万元，2019 年净利润为
61,498.34万元，2020年净利润为 76,448.43万元；第一医药 2018 年净利润为 4,718.63 万元，2019 年净
利润为 5,308.94万元，2020年净利润为 6,854.09万元。 如下表：

同类上市公司近三年净利润比较表

序号 可比公司 2020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2018年
（万元）

1 大参林 108,301.95 69,654.28 52,568.79

2 老百姓 76,448.43 61,498.34 50,400.43

3 第一医药 6,854.09 5,308.94 4,718.63

目标公司 康爱多 3,157.78 2,058.78 3,904.28

同类上市公司近三年销售净利率比较表
序号 可比公司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1 大参林 7.43% 6.25% 5.93%

2 老百姓 5.47% 5.27% 5.32%

3 第一医药 4.32% 4.27% 4.01%

目标公司 康爱多 1.12% 0.66% 1.82%

通过上表比较发现，康爱多的盈利能力与同类上市相差非常大，在 4-7倍之间。
综上所述，本次重大资产出售，评估机构不采用上市公司比较法进行评估，采用的是收益法和资

产基础法，最终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及评估机构认为：
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情况分析，本次交易作价具有合理性；与前次股权转让估值 26 亿元存

在差异的原因主要是交易背景不同、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选用的估值方法不同。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八日

股票代码：002433 股票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2021-053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修订

说明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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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月 21日，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22日刊登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的相关公告。

2021年 4月 27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
函》（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1】第 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问询函》的相关要求，公司对《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
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公司于 2021年 4月 30日披露了《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
售报告书（草案）（修订稿）》，本次补充和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报告书章节 修订内容

重大风险提示
1、在“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之“（四）交割风险”中补充披露了发生
交割风险的情形。

2、在“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中补充披露了“（五）交易对手方
单方面解除协议的风险”以及“（六）上市公司违约赔偿的风险”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在“八、报告期内的主要财务指标“之”（四）非经常性损益情况“中修订
了”所得税影响额“、”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合计“的数值。

第五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1、在“一、标的公司评估情况概述“之”（三）收益法评估情况“中补充披露
了“4、净现金流量估算”、“5、收益法评估测算”，更加详细地披露了交易
标的收益法评估测算过程。

第十一节 风险因素
1、在“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之“（四）交割风险”中补充披露了发生
交割风险的情形。

2、在“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中补充披露了“（五）交易对手方
单方面解除协议的风险”以及“（六）上市公司违约赔偿的风险”。

第十二节 其他重要事项 1、在“六、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主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情况”中补
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内幕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其它修订及修订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披露的《广东太安堂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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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生猪销售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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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子公司从事生猪养殖业务。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 号———上市公司从事畜禽、水产养殖相关业务》（2019 年修订）规定，深交所
鼓励从事畜禽、水产养殖业务的上市公司每月通过临时公告形式披露相关业务销售情况，公司将参照
指引相关规定执行。

一、2021年 4月份生猪销售情况
公司 2021年 4月销售生猪 83.79 万头，环比变动-1.87%，同比变动 169.94%；收入为 19.01 亿元，

环比变动-12.84%，同比变动 64.02%；商品猪销售均价 21.56 元/公斤，环比变动-8.26%，同比变动-
34.43%。 生猪销量同比上升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坚定落实养猪战略，保持较大力度的仔猪投放。 生猪销
售收入同比上升较大的主要原因是生猪销量大幅上升。 商品猪销售均价同比下降较大的主要原因是
市场行情猪价下行。

月份

生猪销售数量 生猪销售收入 商品猪价格

（万头） （亿元） （元 /公斤）

当月 累计 当月 累计 当月

2020年 4月 31.04 113.40 11.59 41.22 32.88

2020年 5月 49.31 162.71 16.00 57.22 28.53

2020年 6月 49.58 212.29 16.88 74.10 32.97

2020年 7月 54.19 266.48 18.64 92.74 36.34

2020年 8月 67.86 334.34 23.46 116.20 35.21

2020年 9月 99.42 433.76 33.30 149.50 33.14

2020年 10月 91.15 524.91 25.28 174.78 28.39

2020年 11月 138.52 663.43 36.18 210.96 28.19

2020年 12月 165.82 829.25 39.12 250.08 30.97

2021年 1月 73.19 73.19 25.07 25.07 30.52

2021年 2月 69.78 142.97 20.38 45.45 29.38

2021年 3月 85.39 228.36 21.81 67.26 23.50

2021年 4月 83.79 312.15 19.01 86.27 21.56

二、特别提示
1、上述披露仅包含公司生猪养殖与销售情况，不包含其他业务。
2、上述数据均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 因此，上述数据仅作为阶段

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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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终止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7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

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2021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相关议案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审批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 月 10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2021 年 1 月 29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
划”）。

2021年 3月 3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
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 授予数量进行了调整， 同意确定以 2021 年 3 月 30 日为首次授予日， 首次授予 156 名激励对象
2,934万股限制性股票。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月 11日、2021年 1月 30日、2021年 3月 31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关于终止本次激励计划的原因
公司坚定做大做强养猪业务的中长期战略目标不变，但随着今年外部环境的变化，从长期价值考

虑，公司将更加注重有质量的增长，坚持发展节奏与猪群基础、队伍建设、管理能力相匹配，确保有效、

有质量的出栏数量和经营结果。 鉴于此，公司经审慎研究，决定终止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公司回购的股
份将继续用于未来公司的核心团队股权激励。

三、终止本次激励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终止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2021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由
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尚未完成实际登记，激励对象未实际获得限制性股票，因此本次激励计划不产生
相关股份支付费用，本次激励计划的终止不涉及回购事项，不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终止本次激励计划的审批程序
1、公司于 2021年 5月 7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终止＜2021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议案的议案》。
2、鉴于本次激励计划已提交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终止实施本激励计划的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承诺
公司承诺，自股东大会通过终止本次激励计划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审议和披露股权激励计划。
六、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坚定做大做强养猪业务的中长期战略目标不变，但随着今年外部环境

的变化，从长期价值考虑，公司将更加注重有质量的增长，坚持发展节奏与猪群基础、队伍建设、管理
能力相匹配，确保有效、有质量的出栏数量和经营结果。 鉴于此，公司经审慎研究，决定终止实施本次
激励计划，公司回购的股份将继续用于未来公司的核心团队股权激励。 公司本次终止实施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2021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由于本次激励计划尚未完成实际登记，
激励对象未实际获得限制性股票，因此本次激励计划不产生相关股份支付费用，本次激励计划的终止
不涉及回购事项，不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和未来发展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七、独立董事对终止本次激励计划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终止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2021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的规定；由于本次激励计划尚未完成实际登记，激励对象未实际获得限制性股票，因此
本次激励计划不产生相关股份支付费用，本次激励计划的终止不涉及回购事项，不存在明显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董
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终止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对终止本次激励计划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激励计划的终止已

履行现阶段必要的批准程序，不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本次终止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应就本次终止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九、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拟终止实施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独立意见；
4、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终止 2021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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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的方案》，并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对外披露了《关
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的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6）。2021年 2月 4日，公司正式披露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23）。 2021年 2月 4日，公司披露
了《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25）。 2021年 3月 3日和 2021 年 4 月 3 日，公司
披露了《关于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35、2021-49）。 以上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将在每个月的
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止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基本情况
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0,017,501股，占公司截至 2021年 4月 30日总股本 4,506,448,842股的 0.2223%，最高成交价为 24.15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20.81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229,959,017.80 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回购细则》第十七条、

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在下列期间不得回购股份：
（1）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1 年 2 月 3 日） 前 5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270,508,632股。 公司每 5个交易日最大回购股份的数量为 6,337,804股（2021年 2月 10日至 2021年

2 月 23 日）， 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 5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67,627,158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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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计划通过契约型
私募基金增持公司股份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参与本次增持计划的公司部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骨干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骨干拟通过成立契约型私募基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2、本次增持规模不低于人民币 25,000 万元（含本数），增持计划实施期限为自本公告披露日起 6

个月。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增持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公司股票价格
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实施增持计划。

2021年 5月 7日，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通知，基于对公司未来经营发
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内在价值的高度认可，公司执行董事长兼总裁张明贵先生，副总裁兼财务总监陈兴
垚先生，副总裁兼新好纵队总裁吉崇星先生，副总裁兼新海纵队总裁陶玉岭先生，董事会秘书兼首席
战略投资官兰佳先生等高管和核心骨干拟通过契约型私募基金的方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增持人按照约定份额成立的契约型私募基金———“瑞颐新希望成长一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目前该基金尚在备案当中，预计在 5月下旬能够完成备案及账户开设等工作，在完成相关工
作之后，该基金才能进行增持，因此在本次公告前均不存在增持或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骨干计划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如下：
序号 增持人 职务 本次拟持有基金份额的比例（%）

1 张明贵 执行董事长、总裁 28.65%

2 陈兴垚 副总裁、财务总监 10.32%

3 吉崇星 副总裁、新好纵队总裁 8.60%

4 陶玉岭 副总裁、新海纵队总裁 8.60%

5 兰佳 董事会秘书、首席战略投
资官 4.87%

6 朱利强 总裁助理 4.58%

7 王普松 投资发展总监 4.58%

8 闫之春 首席科学家 8.60%

9 贾友刚 饲料 BU总裁 4.01%

10 刘继青 禽 BU总裁 3.15%

11 刘怀伟 食品 BU总裁 2.87%

12 冯小辉 海外 BU总裁 2.87%

13 严帅 新六纵队总裁 3.44%

14 王建民 新望纵队总裁 2.01%

15 龚华忠 育种事业部总裁 2.01%

16 王谡 公共事务总监 0.86%

合计 100.00%

2、契约型基金管理人：“瑞颐新希望成长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人为“北京瑞颐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该公司已在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人登记编码：P1066471）。 该基金
管理人为独立第三方，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高管和参与本基金的核心骨干不存在关
联关系。 基金管理人按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履行上述 16位增持人的受托人义务，独立管理和
运用基金财产，基金管理人和参与本基金的高管、核心骨干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
何一致行动安排，亦不存在任何一致行动计划，不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内在价值的高度认可。
2、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25,000万元（含本数）。

3、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增持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
并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实施增持计划。

4、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增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
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

5、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在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的前提
下，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6、资金来源：自有资金/自筹资金。
7、锁定安排：该基金增持完成后，该基金两年内至少 50%不减持。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1、因公司股价波动幅度较大，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2、本次增持计划存在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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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5 月 4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7 日以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4人，实际表决监事 4 人，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监事以传真方式会签，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2021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议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坚定做大做强养猪业务的中长期战略目标不变，但随着今年外部环境的变化，

从长期价值考虑，公司将更加注重有质量的增长，坚持发展节奏与猪群基础、队伍建设、管理能力相匹
配，确保有效、有质量的出栏数量和经营结果。 鉴于此，公司经审慎研究，决定终止实施本次激励计划，
公司回购的股份将继续用于未来公司的核心团队股权激励。 公司本次终止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由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尚未完成实际登记，激励对象未实际获得限
制性股票，因此本次激励计划不产生相关股份支付费用，本次激励计划的终止不涉及回购事项，不存
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议案将提交到公司后续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8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终止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71）。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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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5 月 4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7 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8人，实际表决董事 7人，回避表决 1人，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董事以传真方式会签，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终止《2021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相关议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表决。
董事张明贵回避表决。
公司坚定做大做强养猪业务的中长期战略目标不变，但随着今年外部环境的变化，从长期价值考

虑，公司将更加注重有质量的增长，坚持发展节奏与猪群基础、队伍建设、管理能力相匹配，确保有效、
有质量的出栏数量和经营结果。 鉴于此，公司经审慎研究，决定终止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公司回购的股
份将继续用于未来公司的核心团队股权激励。

本议案将提交到公司后续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8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终止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71）。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