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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 現 承 諾
大公報記者 許 臨

京東健康遞上市申請 擬籌155億

早前據外電報道，京東健康計劃集
資20億美元（約155億港元），目標估
值為200億美元（約1552億港元）。早
前市場預期京東健康最快將於明年在港
上市。其實今年8月份已傳出，京東（
09618）旗下京東健康決定委任3家投行
，包括美林、海通及瑞銀於香港申請上
市，集資額達20億美元。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不少人的健
康意識加強，醫療相關的行業發展步伐
加快，收入也節節上升。截至2020年6
月底止，京東健康半年收入達87.7億元
（人民幣，下同），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76%。

線上醫療具發展空間
目前中國醫療資源集中在大型三甲

醫院，該類醫院僅佔全國醫院總數的
8%，但2019年門診量佔總門診量的
52%。三甲醫院集中在較富裕的城市及
省份。醫療資源及診斷需求嚴重倒置且
分配不均，導致患者體驗不佳。2019年
，平均診斷時間僅佔門診就診人均3小
時的4.4%（8分鐘）。相比之下，在線
問診效率高，無論身處何處都可為患者
提供便捷的優質醫療資源。更重要的是
，在線問診預計將有效實現線上線下患
者分流而成為中國實現分級診療系統的
關鍵組成部分，從而進一步減輕當前中

國醫療健康系統的負擔。
事實上，中國的消費者向來十分熟

悉線上零售，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
告，中國2019年消費品零售總額的
25.8%便是通過線上分銷。

不過，2019年院外藥品銷售中僅
7.6%的藥品通過線上分銷及醫療器械
零售中16.8%的醫療器械通過線上分銷
，這反映了線上醫療仍有很大的發展空
間。

收入排互聯網醫療首位
京東健康一直專注於 「互聯網＋醫

療健康」 的發展，雖行業仍處於早期發
展階段，但2017年、2018年及2019年
以及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十二個月，
京東健康已分別擁有4390萬、5050萬
、5610萬及7250萬個年活躍用戶（過
去十二個月至少購買過一次的用戶）。
公司的總收入更由2017年的56億元增加
至2018年的82億元，並進一步增加至
2019年的人民幣108億元。

「互聯網＋醫療健康」 這領域上，
目前京東健康在很大的競爭優勢，去年
總收入在業內排行首位，與排名第二及
第三位的差距達13%及114%。雖目前
京東健康仍未有確實上市日期，但證券
界人士預期，京東健康將會掀起另一輪
的新股認購熱潮。

京東（09618）分拆京東健康有新進展，昨晚在港交所披露
易網站內，已顯示京東健康初步招股書，即已遞交分拆上市申請
，兌現京東上市時的分拆承諾，現正待上市委員會批准。資料顯
示，京東現持有京東健康約81%股權，而分拆上市後持股將不少
於50%。招股文件顯示，今年上半年收入接近90億元，以非國際
會計準則計算，利潤為3.7億元。

專注互聯網＋醫療 半年收入87億增近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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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數字化大健康市場預測

京東健康五大股東（上市前）
京東

21.49億股
佔81.04%

高瓴資本
1.19億股 佔4.49%

投資公司Triton Bidco
8378萬股 佔3.16%

其他

投資公司CJD eHealthcare
8378萬股 佔3.16%

中金公司
6283萬股 佔2.37%

京東健康業績簡表（單位：人民幣）
項目
收入
毛利
除稅前盈利（虧損）
盈利（虧損）
盈利（虧損）*
*為非國際會計準則 大公報製表

2017年
55.53億
13.8億
2.55億
1.78億
2.08億

2018年
81.69億
19.78億
3.06億
2.14億
2.48億

2019年
108.42億
28.12億
（8.34億）
（9.17億）
3.44億

2020年上半年
87.77億
22.17億

（52.57億）
（53.6億）
3.7億

【大公報訊】中國作為醫療大國，
醫療健康支出規模近年穩步增長。根據
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2019年的醫
療健康支出總額排名位居全球第二。而
推動中國醫療健康市場快速增長的主要
原因是人口老化、加上人均可支配收入
不斷增加，以及大眾的健康意識加強，
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不少人也
意識到疾病預防的重要性。

整個中國醫療健康市場，其實可細

分為幾個重要部分，這包括了藥品零售
、非藥健康產品零售、醫療健康、消費
醫療健康服務及醫療健康基礎設施。根
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預測，到2030
年中國醫療健康行業的市場規模將增至
217730億元（人民幣，下同），複合年
增長率達9.4%。

京東健康目前擁有藥品零售、藥品
批發、非藥物的健康類商品零售業務及
在線問診等業務，涵蓋了醫療健康市場

的各個範疇，也因而直接受惠於行
業的急速發展。此外， 「互聯網＋
醫療健康」 已成為新趨勢，近年更
有多項有利於「互聯網＋醫療健康」
模式的政策出台，包括代表政府對
在線零售藥房作為重要流通渠道的
認可政策、在線問診的合法化及標
準化等，京東健康由於早已開拓相
關市場，在互聯網醫療領域率先將
免費問診範圍擴大至全部科室的所
有疾病領域，預計業務未來的發展
空間很大。

人口老化 醫療支出勢急增

【大公報訊】從事銅鈷礦產業務
的金川國際（02362），行政總裁郜
天鵬表示，受到疫情影響，導致銅供
應減少，有利銅價回升，受益於此，
預計下半年的收入會較上半年為佳。
另外，公司目前在剛果有一個處於開
發階段的項目 「Musonoi」 ，預計在
2023年建成，其中鈷的年產量預計為
7800噸，銅年產量約為3.8萬噸。

金川國際主要生產銅及鈷兩個礦
物，擁有兩座營運礦場，Ruashi礦場
及Kinsenda礦場。當中Ruashi礦場銅
年產量為7.3萬噸，鈷年產量為5100噸
，Kinsenda的銅年產量為3.1萬噸。另
外，還有一個勘探中位於剛果的銅礦
項目Lubembe。公司風險總監王金星
表示，雖然上半年受到疫情影響，但
公司產量仍保持原先計劃目標量，截
至7月份，銅產量為全年的65%，鈷產

量為全年58%。
另外，對於銅及鈷的價格走勢。

郜天鵬表示，銅價於今年3月跌至最低
位的約每噸4600美元，及後中國逐漸
重新開放經濟，市場對銅的需求增加
，每噸價格已升至7000美元。根據智

利礦業部長預測，即使新冠肺炎疫情
消失，銅價亦會於今年內保持在每噸
6600美元水平。至於鈷價方面，由於
鈷其中一大用途為電池的生產，而去
年，約53%的鈷用於電池生產，當中
約26%用於生產電動汽車電池。雖然
了解到部分公司正研發不需要鈷的電
動車電池，但相信有很高難度。加上
製造商及貿易商去庫存，鈷價年內下
行趨勢將會趨於結束，可持續的需求
將會令鈷價逐步回升。

問及在疫情之下，礦場所屬的地
方政府有否為企業提供補貼。王金星
表示，未有聽聞政府會有補貼，但有
消息指出，剛果政府隨着疫情緩和，
或會恢復退回 「增值稅」 政策。此外
，公司亦有意尋找併購機會，包括銅
鈷以外的礦場，例如會在印尼尋找合
適的鎳礦場。

金川擬印尼物色鎳礦場

【大公報訊】記者倪巍晨上
海報道：8月規模工業企利潤總額
增速較前值略微回落0.5個百分點
，但同比增長仍在19.1%的高水
平，實現利潤總額達6128.1億元
（人民幣，下同）。今年前8個月
，全國規模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
額下降4.4%至3.72萬億元，降幅

較前7個月收窄3.7個百分點，已
連續第6個月改善。受訪分析師認
為，需求改善對工業的帶動作用
仍持續增強，而天氣的好轉，也
加快了工業生產的恢復進程，預
計下游旺盛需求有望進一步推動
工業生產穩健恢復，製造業投資
有望得到改善。

國家統計局數據表示，首8月
國有控股企業、股份制企業、外
商及港澳台商投資企業、私營企
業利潤總額依次為9509.4億元、
26340.8億元、10384.4億元、
10699.7億元，同比分別下降
17%、5.2%、0.4％和3.3%。41
個工業大類行業中，利潤總額同
比增加的行業有16個，減少的行
業有25個。

植信投資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羅奐劼表示，8月依然暢旺的下游
需求推動工業領域的穩健生產。

國家統計局工業司高級統計
師朱虹說，上月工業企利潤恢復
態勢雖進一步鞏固，但首8月企業
營收和利潤增速均未轉正，加之
國內外環境的複雜多變，企業盈
利穩定增長仍面臨一定壓力。

交銀金研中心高級研究員劉
學智也提到，當前中美緊張的關
係，及全球疫情蔓延也帶來了外
需的不確定性，這些都可能對中
國製造業生產預期構成擾動， 「
鑒於小企業經營狀況依然承壓，
未來有必要增強對小企業的支持
力度」 。

羅奐劼也認同，現時海外疫
情尚未結束，特別是歐洲疫情的
有所反彈或對中國訂單帶來需求
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美國針
對中國發起的技術制裁、脫鈎等
，短期內將對中國工業領域部分
生產構成影響。

中國上月工業企利潤年增19.1%

▲左起：金川國際財務總監黃學斌、行
政總裁郜天鵬、風險總監王金星

▲ 「互聯網＋醫療健康」 已成為新趨勢

佔醫療健康支出 市場規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