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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日，紫金矿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乌拉
特后旗紫金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后紫金”）收
到乌拉特后旗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书》，乌后紫
金犯非法采矿罪，没收违法所得约 4.61亿元，并处罚
金1500万元。

据了解，本次判决的执行将影响紫金矿业 202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金额为 45202.99
万元，占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资产的0.64%。

中国工程院矿法修改课题组核心成员、北京市京
师律师事务所矿产资源法律事务部主任曹旭升向《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乌后紫金作为知名龙头矿业企业
的控股子公司，因非法采矿被定罪量刑，说明矿业企
业的合规管理水平有待提高。这也给行业敲响了警
钟，相关企业需加强合规管理、防微杜渐，避免类似事
件发生。”

乌后紫金犯非法采矿罪

据 了 解 ，紫 金 矿 业 子 公 司 非 法 采 矿 案 始 于
2022 年 4 月份，有人向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局信
访举报，乌后紫金在无开采许可证的情况下涉嫌
违规开采 600 万吨矿石，收益超 40 亿元，且在开采
过程中造成地下水污染、周围土地盐碱化程度不
断加剧等。

针对举报情况，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局表示，经
查证，对乌后紫金在南矿段越界开采矿石2988.41吨，
无安全许可证违法开采约163.25万吨已进行处罚；举
报的北矿段无证采矿约251万吨，南矿段越界采矿约
4.65万吨的情况基本属实。

2022年 4月 15日，紫金矿业公告称乌后紫金已
被乌拉特后旗公安局立案调查。2023年1月5日，紫
金公告该案判决结果，并表示经公司核实，乌后紫金
东升庙三贵口南北矿段为同一矿体，2012年申报南
北两个矿段合一的采矿权，因北矿段勘探程度较低，
只取得了南矿段采矿权。乌后紫金随后进行补勘并
于2013年9月份获得资源储量备案，之后交纳了有关
价款并多次申报采矿权，但因多种因素一直没有取得
北矿段采矿权，因乌后紫金相关人员法规意识淡薄，
造成该项目长期无证开采。

紫金矿业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公
司于2022年12月30日召开董事会，已同意新设ESG
办公室为集团总部一级部门，建立更为长效的管理体
系；同时，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此次事件，已责成乌后
紫金深刻吸取教训，认真反思检讨和改进工作，增强
合规意识。

紫金矿业子公司非法采矿案已基本落下帷
幕。从此前案例来看，上市公司非法采矿现象并不
罕见。

2022年6月30日，藏格控股公告称，近日收到实
际控制人肖永明提供的《刑事判决书》，获悉其犯非
法采矿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200万元
罚金。

2022年 12月 15日，君正集团发布公告称，全资
子公司乌海市君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收到内蒙古自
治区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刑事判决书》，因
犯非法采矿罪，被判处罚金 250万元，退缴的违法所
得3706.5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此外，还有多家上市公司因非法采矿问题受到处
罚，此次紫金矿业旗下乌后紫金非法采矿案判决落
地，再次为行业敲响警钟。

矿业企业需提升合规意识

紫金矿业在公告中提到，此次子公司犯下非法采
矿罪，是由于在已取得乌拉特后旗东升庙三贵口北矿
段探矿许可证但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以
探代采的方式，在乌拉特后旗东升庙三贵口北矿段进
行巷道掘进及矿石采挖。

我国矿业从最初的“粗放时代”到目前的日益精
细化，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而近几年以探代
采则成为重点监管和打击对象，这也是我国依法治矿
的体现。

在此过程中，也有许多矛盾、问题亟需解决。
曹旭升表示：“矿业是一个长周期、重投资、高风险
的行业。实践中，从取得探矿权到取得采矿权，平
均周期往往长达 5年至 10年，个别矿业企业从取得
探矿权到取得采矿许可证甚至长达 20年之久。建
议提高对办证难、许可难问题的重视，优化完善相
关制度。”

2022 年 12 月 23 日，自然资源部召开会议，提
出要全面启动新一轮战略性矿产国内找矿行动，
加大重点勘查区找矿力度，增强国内矿产资源保
障能力。

“合规关乎矿业企业的生死存亡，一旦不合规，轻
则承担民事责任，重则承担刑事责任。建议矿业企业
以乌后紫金非法采矿一案为鉴，专设合规管理部门，
聘请有经验有能力的机构，切实做好矿业企业合现管
理，远离非法采矿、非法占用农用地等行为。”曹旭升
表示。

紫金矿业子公司非法采矿
“以探代采”受重罚警示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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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5日，2022年国家医保药
品目录谈判（以下简称“国谈”）正
式开启。当日，记者来到坐落在北
京西黄城根北街的全国人大会议
中心，“国谈”正在这里举行。

记者了解到，企业依旧要对国
家医保目录谈判结果保密，相关结
果待全部谈判结束后才能公布。

新冠口服药成热点

2022年9月份，国家医保局公
布了 2022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
整通过形式审查的药品名单，真实
生物的阿兹夫定片和辉瑞的奈玛
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出现
在了名单当中。

上述两款新冠口服药能否大
幅降价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也是
此次“国谈”的焦点之一。目前，奈
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以及阿兹夫
定片供应都十分紧俏，尤其是前者
遭到了“黄牛”炒作。

对于此次辉瑞的新冠口服药
是否会大幅降价，巨丰投顾高级投
资顾问赵喜龙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国谈’后存在
降价的可能，但预计幅度不会太
大。”海南博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邓之东也认为，“辉瑞的新
冠口服药本次或不会大幅降价，但

会逐步降价，否则长期来看将失去
中国市场。”

从 2020年第一次实行医保药
品目录企业自主申报制起，国家医
保局就对新冠治疗药品给予了高
度重视，一批新冠治疗用药已被纳
入医保药品目录。目前，辉瑞的奈
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已经纳入多
地医保，且医保支付价格已由每盒
2300元下调至1890元。阿兹夫定
片也被临时性纳入医保，按照各地
医保挂网价格，阿兹夫定片定价为
每瓶270元。

利司扑兰受关注

公开数据显示，此次进入国家
医保药品目录谈判初审目录的药
品共有343个品种，目录内原有品
种145个，目录外新进品种198个，
其中有19个罕见病药物进入今年
的初审目录。据了解，此次进入谈
判目录中的创新药物、罕见病治疗
药物较往年有所增多。

2021 年的谈判现场，随着谈
判代表一句“每一个小的群体都不
该被放弃”，治疗罕见病脊髓性肌
萎缩症（SMA）的诺西那生钠注射
液从70万元降至3.3万元，成为首
个通过谈判方式被纳入国家医保
目录的高值罕见病药物。而此次
谈判中，同样用于治疗 SMA 的药
物利司扑兰也在谈判药品目录中，
此次谈判是否会再现“灵魂砍价”，
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对此，CIC 灼识咨询刘昕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此次医保
目录调整继承了增加罕见病用药
的思路，将更多罕见病用药纳入
医保，将有效改善医保药品结构；
对于药企来说，中国人口基数较
大，降价无疑将增加药品销售量，
扩大药企市场份额。回顾之前的
医保谈判，不乏将“天价药”平价
化的案例，我们对此次谈判也持
乐观态度。

邓之东也认为，此次医保谈判
中很有可能会再现“灵魂砍价”，这

也有利于企业以价换量。

创新药获政策鼓励支持

此外，今年的国家医保目录谈
判还有一个看点。2022年6月份，
国家医保局发布了 2022年医保目
录调整规则文件，同步宣布了新增
简易续约和非独家药品竞价两项规
则。简易续约是指对于已经进入医
保，需要新增适应症的药品，不需要
再走谈判流程，只要通过专家评审、
确定支付标准就可以签约。

“这意味着医保谈判入口对创
新药有所放宽，医保愿意给予创新
药更多的准入机会。”东高科技高
级投资顾问秦亮表示。

另外，此次谈判中，将有 38个
品种参与非独家品种竞价，将按照
以最低申报价确定医保支付标准
的规则实行，其中涉及本土药企
51家。对此，刘昕表示，非独家药
品采用竞价方式确定支付标准的
新规则，将有望解决由于个别企业
定价较高而导致相关药品无法纳
入医保目录的问题。

2022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正式开启
多款罕见病药、新冠口服药成焦点

本报记者 王 鹤
见习记者 冯雨瑶

1月 4日，国家药监局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中药科学监管 促
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的若干措
施》(以下简称《措施》)，从加强中
药材质量管理、强化中药饮片、中
药配方颗粒监管等方面做出了明
确要求。

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2022年以来，贵州、安
徽、四川等地先后下发政策，支持
中医药创新发展。神州细胞海内
外商务合作负责人来延鲲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此次出台的政策
对中药质量、流通等环节的管控力
度进一步加大，有利于杜绝中医药
饮片等基础原材料以假乱真、以次
充好等现象，更好保障药品的后期
疗效。”

作为中药上市公司，信邦制药
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措施》加强源头管理和全链
条管理，系列措施涵盖中药质量监
管各重点环节，有助于进一步促进

中药传承创新发展。”

强化中药质检环节监管

《措施》提出，逐步建立并完善
中药生产区域化风险研判机制，针对
重点企业、重点品种、重点环节，持续
加强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和中成
药监督检查，有序开展中药材延伸检
查。此外，进一步规范中药饮片、中
药配方颗粒和中成药流通经营秩序，
强化使用环节质量监管。

中药上市后管理同样备受重
视。《措施》强调，根据产品特点制定
上市后风险管理计划，主动开展上
市后研究和上市后评价。根据评估
结果，依法采取修订药品说明书、暂
停生产销售、召回药品、主动申请注
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等措施。

“监管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中
医药创新发展，同时也有助于进一
步推动中医药全球化的进程。”北
京市知识产权库专家、投资人董新
蕊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海南博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邓之东告诉《证券日报》记

者：“《措施》的出台将促进中药材
产业链各环节深度融合，打开中药
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格局，
推动中医药进一步规范化、集聚
化、自动化、智能化、国际化，促进
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药上市公司严把“质量关”

《措施》将中医药质检、流通等
环节的监管列为重点。董新蕊向
记者表示：“当前中医药行业面临
药材种植不规范、难以标准化，中
药创新乏力、中医药专家匮乏、流
通环节监管不够完善，以及临床试
验欠缺、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问题
和瓶颈。”

“中药种植端存在利益导向问
题，为了使种植的药材产量更高、
卖相更好，存在滥用农药、抢种抢
收、粗制滥造等问题，导致中医药
原材料质量严重下降。”信邦制药
相关负责人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同时，中药种植端也存在盲目跨区
域引种扩种，导致来源混乱，药材
出现质量问题。

为进一步规范中药饮片、中药
配方颗粒和中成药流通经营秩序，
强化使用环节质量监管。《措施》提
出，要加大对中药的安全监管力
度，逐步建立完善中药生产区域化
风险研判机制，针对重点企业、重
点品种、重点环节，持续加强中药
饮片、中药配方颗粒和中成药监督
检查，有序开展中药材延伸检查。

以中药饮片为例，作为中药产
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一环，中药饮片
上承中药原材料，下接中成药、提
取物、保健品和中医临床，是传统
中药三大产业支柱之一。

中药上市公司新天药业相关
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公
司深耕中药行业近30年，在产品研
发与质量控制等方面已形成了独
特的发展特点与优势。

上述新天药业相关负责人表
示：“公司结合自身独特优势，建立
起了相对完善且先进的研发与质
控体系，拥有涵盖中药新药‘发现、
研发、生产、上市及上市后再评价’
全过程的自主研发体系，并建立了
一整套细分业务管理规程，以及贯

穿研发、生产、销售、使用全流程的
质量与安全控制体系，形成了高于
行业标准、自身独有的先进中药研
发与质控体系。在生产环节，公司
严把质量关，通过质量监督员的现
场监控，严格执行生产全过程质量
控制，产成品经质量检验员按规程
进行检验，合格后方可入库，进行
质量评价并审核后，才可出库销售
流通。”

多家中药上市公司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将进一步落实政策
要求，共同推动中药产业健康发
展、不断创新。

上述信邦制药相关负责人表
示，公司在道地药材产地建立自建
或共建的道地药材GAP基地，保证
公司采购的原药材来源于规范化
基地，保证药材质量稳定以及用药
疗效、用药安全。“公司将药材质量
管理向药材种植和加工环节深度
延伸，并参与种植、加工等各个环
节的管理，在各个关键环节通过传
统工艺和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方式
建立相应的 SOP，保证原药材质量
稳定。”

国家药监局发文力促中药传承创新发展
中药上市公司表示将严把“质量关”

我国矿业从最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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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经历了一个不断

演进的过程，而近几年“以

探代采”则成为重点监管

和打击对象

本报记者 贾 丽

在供应链风险加大的背景下，
苹果正在引入更多合作伙伴。1月
4日，天风国际证券知名苹果分析
师郭明錤发文称，京东方已获得今
年下半年发布的新款 iPhone 15与
iPhone 15 Plus的大部分显示屏订
单，有望成为相关系列产品最大的
显示屏供应商。

此前有消息称，苹果已通知几
家供应商在今年第一季度减少组
件供应，理由是需求疲软。受此影
响，多家“果链”概念股大跌。而 1
月 5日，立讯精密等“果链”企业紧
急回应坊间“砍单”传闻，称业务正
有序正常推进。

“为应对市场需求减弱及外部
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性，苹果正试图
扩充供应商、分散供应链，其中中
国供应链优势依然显著。但此举
也令‘果链’不稳定性风险随之加
剧，国内供应商应未雨绸缪。”中国

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部长王
连升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中国制造要加强应变能力

郭明錤在 1月 4日的文章中还
表示，京东方预计在2024年大量出
货高阶 iPhone用的 LTPO（OLED屏
幕的下一代技术）显示屏。若京东
方 能 取 得 约 20% 至 30% 高 阶
iPhone LTPO 显示屏订单，并维持
低阶 iPhone显示屏约70%的出货比
重 ，则 京 东 方 有 机 会 成 为 新 款
iPhone最大显示屏供应商。

对此，京东方董秘办人士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公司在持续
对苹果等客户资源进行拓展或加
深合作，目前不便对单一客户信息
进行过多透露，具体以公告为准。

“在全球性芯片短缺的大背景
下，显示驱动芯片也存在供应不足
现象，苹果需要引入更多供应商来

保证供应。同时，中国市场是苹果
的重要市场，其有意通过加强本地
供应链合作降低成本。京东方已
与苹果在 OLED 屏幕上建立合作
关系，这也符合苹果通过多元化供
应链来降低风险和成本的策略。”
WitDisplay首席分析师林芝认为。

工信部高质量发展高层次咨
询专家项立刚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双方合作的达成，意味着京
东方在产品品质、供货能力方面竞
争力较强，中国制造企业品牌影响
力不断提升，打破了部分外资厂商
对苹果高阶产品独家供应的格局。

在 王 连 升 看 来 ，此 前 iPhone
Pro的面板大多由三星等外资供应
商提供，苹果在高端产品上加大国
产屏幕的供货比例，给中国核心显
示面板及零部件厂商带来了发展
机遇，有助于中国供应链厂商迈向
更高台阶。“京东方进入‘果链’，且
有望逐步拿下高端产品供应份额，
说明中国制造的质量和水平已经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供应链体系
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同时，中国制
造企业必须努力提升产品质量等，
做好相关战略布局，并提升对国际
贸易格局变化和供应链变动的应
对能力。”

资本市场对“果链”信心不足

1月5日早间，立讯精密紧急就
坊间“砍单”传闻回应称，经核实，
目前公司与现有客户合作均正常
开展，业务正有序依照工作计划正
常推进，公司相关业务不存在特殊
变化和影响。

此前，针对“砍单”传闻，东山
精密也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示，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核心
客户订单稳定。在及时澄清后，1
月 5日，立讯精密、舜宇光学等“果
链”上市公司股价逐步企稳，其中
舜宇光学一度上涨超7.8%。

“苹果概念股在二级市场的价

格波动，反映出市场对苹果供应链
的信心不足，‘果链’不稳定性越
发凸显，对相关上市公司业绩影
响较大。苹果供应链风险在加
剧 ，‘ 果 链 ’企 业 应 做 好 应 对 准
备。”林芝认为。

今年以来，苹果要求供应商暂
停供货或减少供货量的消息频频
传出，引发市场关注。此前，多家
上市公司由于从苹果供应商名单
中被剔除，业绩受到较大影响。

“中国企业通过发挥供应链和
技术研发比较优势进一步深化国
际合作，是企业产品质量、制造能
力的体现。不过，近年来在外部严
峻环境下，苹果不断调整策略，让
供应商‘内卷’严重，利润趋低。未
来中国制造厂商应与下游品牌方
联合创新，以自研技术突围，围绕
前沿技术产业布局，降低产业链依
赖性，创造更多新机会。”中国人民
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陈佳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京东方回应拿下苹果手机大单传闻：
“目前不便对单一客户信息透露过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