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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3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4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7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为 216,574,727.65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26,709,450.95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91,868,152.47

元，减除 2017 年已实施 2016 年度分红 41,683,200.00 元，并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2,670,945.10元后，2017年实际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74,223,458.32元。 

公司拟以 2017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320,640,000 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0.3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9,619,200.00 元，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占最近三年实现

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2.25%，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通策医疗 600763 “ST”中燕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华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灵溪北路21号合生国贸

中心5号楼 

  

电话 0571-88868808   

电子信箱 zhanghua@eetop.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概况 

通策医疗是目前国内第一家以口腔、辅助生殖医疗等服务为主营业务的主板上市公司,其中口

腔医疗服务主要包括种植、正畸、修复等医疗服务，辅助生殖服务主要包括不孕不育诊疗、辅助



生殖（IVF）等医疗服务。公司自 2006 年转型至医疗服务领域，目前拥有不同规模的专科医院及

医疗网点共 30 家。 

（二）经营模式：“区域总院+分院”的发展模式，医院集团化复制模式； 

2017 年推行“区域总院+分院”的医院集团化经营模式是在 2016 年“中心旗舰医院+分院”经营

模式基础上的探索及升级。模式中区域总院平台对医生医疗服务技能、学术地位形成支撑，并在

区域内形成品牌影响力，分院作为总院的“护城河”可将品牌影响力快速推开，实现医疗资源的优

化及患者就诊便捷，在较短时间内积累客户资源、获取市场份额。 

对标 HCA，坚持“区域总院+分院”模式，每个区域专科医院集团要在当地成为最大、水平领先

的医院。十多年来，杭州口腔医院集团做了许多探索，现在有平海路、城西、宁波三家中心医院，

围绕这三家医院，各自又发展两家以上分院。这种“区域总院+分院”的模式，最大程度抵御了口腔

医疗独特的手工业性质带来的管理和扩张的风险，使得口腔医院区域集团可以成为一种商业模式。 

 “区域总院+分院”的发展模式以及区域医院集团化的复制模式将是公司今后主要的发展方

向。 

（三）行业情况说明 

2017 年 4 月 25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7 年重点工作任务》，

提出要重点推进和落实“制定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制定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

多样化医疗服务的意见”等工作任务。 

2017 年 5 月 23 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服务的意见》力争到

2020 年，社会力量办医能力明显增强，医疗技术、服务品质、品牌美誉度显著提高，专业人才、

健康保险、医药技术等支撑进一步夯实，行业发展环境全面优化,打造一大批有较强服务竞争力的

社会办医疗机构，形成若干具有影响力的特色健康服务产业聚集区，服务供给基本满足国内需求

逐步形成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新格局。 

2017 年 8 月 14 日国家卫计委《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激发医疗领域投资活力的通知》进一

步简化三级医院的设置审批。 

在国家进一步深化医疗体制改革，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医疗领域的大背景下，随着消费升级加

快及人口老龄化、二胎政策的影响，医疗服务需求日益增长，居民诊疗需求逐年提升，成为推动

我国医疗服务行业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 

1、中国大健康产业市场规模扩容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在卫生和社会服务方面，



2017 年年末全国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99.5 万个，其中医院 3.0 万个，在医院中公立医院 1.2 万个，

民营医院 1.8 万个。2017 年年末卫生技术人员 891 万人，其中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 335 万人。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785 万张，其中医院 609 万张，乡镇卫生院 125 万张。全年总诊疗人次 81.0 亿

人次，出院人数 2.4 亿人。 

中国大健康产业市场规模巨大，并在多重因素的驱动下迅速扩容。2017 年中国健康产业规模

将达到 4.9 万亿元，2021 年将达到 12.9 万亿元，未来五年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 27.26%。 

2、口腔医疗行业市场空间巨大 

2017 年全国第 4 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最新数据显示，12 岁儿童恒牙龋患率为 34.5%，比

十年前上升 7.8 个百分点；5 岁儿童乳牙龋患率为 70.9%，比十年前上升 5.8 个百分点，儿童患龋

情况呈现增加趋势。中年人群牙周健康呈恶化趋势，35-44 岁年龄组牙龈出血检出率为 87.4%，较

十年前上升 10.1 个百分点。35-44 岁组人群缺失牙的修复率是 11.6%、65-74 岁组人群缺失牙的修

复率是 42.6%，而美国这个数据是 73%和 81.5%。2016 年我国口腔医院的诊疗人次达 3211 万人，

同比增长 9.93%。 

经测算，2017 年，口腔医院的诊疗人次超过 3500 万人。预计到 2022 年我国口腔医院的诊疗

人次将超过 4500 万人。同时，随着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将带来口腔市场的消费升级，口腔行

业市场规模有较大上升空间。 

3、辅助生殖行业具有较强的政策属性，市场供不应求将持续 

世界卫生组织预测不孕不育症将被列入 21 世纪人类三大疾病之一，仅次于肿瘤和心脑血管疾

病。据统计显示,我国平均每 8 对夫妻中就有一对陷入生育困境,且不能生育的夫妻呈年轻化趋势。

患者人数超过 5000 万，其中女性占 50%，男性占 40%，夫妇双方共同原因占 10%。我国不孕不育

率已从 20 年前的 2.5%-3%攀升到 12.5%-15%左右。 

目前辅助生殖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治疗不孕不育的主要手段，在欧洲、美国应用比例达到

70-90%，2015 年我国应用辅助生殖的比例增加到 52%，这一比例仍会逐步上升。 

目前，申请获批新的辅助生殖技术许可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一定程度延缓了公司全力进入辅

助生殖领域的进程，但也同时保留一定的机会。截止 2016 年底，全国获批并运营的生殖中心已达

451 家，除公立医院建设的生殖中心外，民营医院附属或者民营资本注入的生殖中心有 41 家，参

差不齐的行业现状为公司未来提供了并购的可能。 

4、眼科高成长性及其核心业务 

在需求增加和消费升级的共同作用下，眼科诊疗市场容量将不断扩大。到 2020 年，我国 5 岁



以上人口的近视患病率将增长到 51%左右，患病人口将达 7 亿。据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统计，我

国 60-70 岁人群白内障发病率为 80%，而 90 岁以上人群白内障发病率达 90%以上。以此估算，我

国白内障的理论风险患病人群为 1.4 亿，现国内已确诊的白内障患者 3000 多万，每年新增患者

40-50 万人。 

2017 年，我国的白内障复明手术率大约为美国的 13%和日本的 18%。眼科行业收入能够在未

来 5 年保持 13-15%的增长，是目前相对稀缺的高确定性成长行业。据统计，我国眼科医疗机构

前 8 位的收入总额占该行业总收入的比重（CR8）低于 20%，但以城市为单位的区域市场上，绝

大多数市场的 CR8 高于 70%，呈现明显的“全国分散、地区集中”的特点。 

眼科医疗三大核心业务：准分子、白内障和视光为三大核心业务。与其它科室大有不同，70%

的眼病以手术治疗为主，手术对设备的依赖性较高，用药则多以外用为主，药品收入占收入比例

为 10%-20%。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 

2015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794,532,319.05 1,286,049,125.07 39.54 1,197,463,087.68 1,329,970,458.48 

营业收入 1,179,727,843.01 878,763,713.93 34.25 763,300,345.34 762,355,69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16,574,727.65 136,164,731.11 59.05 124,418,842.93 192,481,83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12,920,593.45 132,625,550.63 60.54 123,030,852.32 125,740,45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992,569,273.83 817,658,658.93 21.39 681,493,927.36 822,084,716.7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46,553,967.15 160,986,254.39 115.27 190,545,478.71 184,001,629.5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8 0.42 61.90 0.39 0.6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68 0.42 61.90 0.39 0.6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3.39 18.17 增加

5.22个

百分点 

17.92 26.5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42,658,941.54 265,275,401.15 362,213,971.54 309,579,528.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795,280.22 45,536,891.37 93,646,278.46 34,596,27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2,853,211.15 44,544,285.92 92,002,406.70 33,520,689.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65,928.08 83,947,902.63 130,693,185.97 129,446,950.4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68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5,34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杭州宝群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0 108,232,000 33.75 0 质押 78,200,00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鲍正梁 0 24,164,000 7.54 0 无  境 内 自

然人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3,508,125 8,161,905 2.55 0 无  国有法

人 

中国银行－嘉实成长收益

型证券投资基金 

5,911,821 6,970,423 2.17 0 无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医疗服务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26,105 5,873,981 1.83 0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5,199,908 5,199,908 1.62 0 无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实领先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3,065,014 4,327,362 1.35 0 无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优化红利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520,381 3,520,381 1.10 0 无  其他 



海通资管－民生－海通海

汇系列－星石 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3,026,481 3,163,781 0.99 0 无  其他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科讯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3,000,018 3,000,018 0.94 0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7 年，公司实现总营业收入 1,179,727,843.01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4.25%；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6,574,727.65元，同比增长 59.05%；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68元/股，

同比增长 61.90%。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落实施行 2017 年财政部发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以及《财政

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而对公司会计政策和相关

会计科目核算进行变更、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科目核算的调整对公司净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仅涉

及以前年度的重分类追溯调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 2017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38家，本公司 2017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38家，详见“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与上年度相比，本公司

本年度合并范围增加 4 家，详见“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