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务必仔细阅读本报告最后部分的重要法律声明 

 

[Table_Rank] 评级： 买入 
 

  

王斌 

首席分析师 

SAC 执证编号：S0110522030002 

wangbin3@sczq.com.cn 

电话：86-10-81152644 
 

 

[Table_Chart] 市场指数走势（最近 1年） 

 
 

资料来源：聚源数据 
 

[Table_BaseData] 公司基本数据 
最新收盘价（元） 16.31 

一年内最高/最低价（元） 21.30/9.45 

市盈率（当前） 34.36 

市净率（当前） 5.62 

总股本（亿股） 2.35 

总市值（亿元） 38.25 
 

资料来源：聚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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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Table_Summary]  

⚫ 山河药辅：历史业绩稳健增长的口服制剂辅料龙头。公司是国内排名前

列的口服固体制剂药用辅料生产供应商，产品涵盖填充剂、黏合剂、崩

解剂、润滑剂、包衣材料等常用口服固体制剂类药用辅料，其中纤维素

及其衍生物、淀粉及衍生物和无机盐是公司 3 大类支柱性产品。公司历

史业绩始终保持稳健增长态势。 

⚫ 药用辅料行业进入进口替代加速阶段。2021 年 2 月 CDE 发布《已上市

化学药品药学变更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在部分情形下，变更辅

料供应商属于微小变更，程序更为简化。随着集采的推进，制药企业主

观上有降低成本的意愿，更加重视国产优质优价辅料的使用，从而给国

产优质辅料带来了更多替换进口的机会，将已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中

的进口辅料逐步更换为国产辅料。目前药用包材和药用辅料与药品实施

关联审评审批，制药企业成为产品质量第一责任人，为了确保产品质量，

制药企业基本不会考虑选择食品厂、化工厂等非专业辅料生产企业的产

品，预计中小辅料企业市场份额将逐步萎缩，辅料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

在进口替代和集中度提升带动下，我们认为以公司为代表的国产药用辅

料龙头迎来发展良机。 

⚫ 加大产能布局，业绩有望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公司拟发行可转债募集资

金不超过 3.2 亿元，用于“新型药用辅料系列生产基地一期项目”等 3 

个项目。本次募投项目涉及的微晶纤维素等 4 个品种下游需求旺盛，目

前产能也处于饱和或近于饱和，存在较为明显的扩产需求。我们认为随

着公司本次募投项目产能释放，业绩有望进入较快增长阶段。 

⚫ 盈利预测和估值。我们预计 2022-2024 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7.30、8.92

和 10.85 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 18.3%、22.3%和 21.7%；归母净利润分

别为 1.14、1.46 和 1.81 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 27.2%、28.4%和 23.9%，

以 12 月 21 日收盘价计算，对应 PE 分别为 26.0、20.3 和 16.4 倍。首次

覆盖给予“买入”评级。 

⚫ 风险提示：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产品毛利率；募投项目产品需求下滑，

导致收益不及预期。募投项目投产进度低于预期，导致业绩增长不及预

期。 
 

盈利预测 

[Table_Profit]  2021A 2022E 2023E 2024E 

营收（亿元） 6.17 7.30 8.92 10.86 
营收增速（%） 16.1% 18.3% 22.3% 21.7% 
净利润（亿元） 0.9 1.14 1.46 1.81 
净利润增速（%） -5.0% 27.2% 28.4% 23.9% 
EPS(元/股) 0.49 0.63 0.81 1.00 
PE 33.1  26.0  20.3  16.4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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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itle] 
药用辅料进口替代加速，行业龙头有望进入业绩快速

增长期 
 

[Table_ReportDate] 山河药辅(300452)公司简评报告 | 2022.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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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河药辅：历史业绩稳健增长的口服制剂辅料龙头 

山河药辅是国内排名前列的口服固体制剂药用辅料生产供应商，产品涵盖填充剂、 

黏合剂、崩解剂、润滑剂、包衣材料等常用口服固体制剂类药用辅料，主要产品包括微

晶纤维素、羟丙甲纤维素、低取代羟丙纤维素、羧甲淀粉钠和硬脂酸镁等。2021 年纤维

素及其衍生物、淀粉及衍生物和无机盐类收入占比分别为 46.22%、28.43%和 9.48%，是

公司 3 大类支柱性产品。 

2011-2021 年公司收入年复合增速为 15.72%，归母净利润年复合增速为 15.12%，业

绩始终保持平稳增长态势。2022 年 1-9 月，公司实现收入 5.25 亿元（+17.69%），归母

净利润 9463 万元（+30.45%），利润增速高于收入增速主要得益于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

优化，费用率有所下降以及汇兑损益增加等因素。 

 

图 1 公司近年来收入情况  图 2 公司近年来利润情况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图 3 公司近年来利润率情况  图 4 公司近年来费用率情况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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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公司近年收入结构  图 6 公司主要产品近年来毛利率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2 药用辅料行业进入进口替代加速阶段 

2021 年 2 月 CDE 发布《已上市化学药品药学变更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对

变更制剂处方中的辅料进行了分类，包括重大变更、中等变更、微小变更。其中部分情

形下，变更辅料供应商属于微小变更，仅需在年度报告中报告该情形即可，程序更为简

化。 

口服制剂一致性评价于 2018 年陆续开始，制药企业为确保产品通过一致性评价，

对于一些关键辅料选择进口。一方面集采过后中标产品需求量增长带动辅料需求量的自

然增长，另一方面随着集采的推进带来的药品价格下降，制药企业主观上有降低成本的

意愿，更加重视国产优质优价辅料的使用，从而给国产优质辅料带来了更多替换进口的

机会，将已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中的进口辅料逐步更换为国产辅料。目前药用包材和

药用辅料与药品实施关联审评审批，制药企业成为产品质量第一责任人，同时为了确保

产品质量，制药企业基本不会考虑选择食品厂、化工厂等非专业辅料生产企业的产品，

预计中小辅料企业市场份额将逐步萎缩，辅料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 

在进口替代和集中度提升带动下，我们认为以山河药辅为代表的国产药用辅料龙头

迎来发展良机。2021 年以来进口替代对于公司业绩增长做出较大贡献，2021 年增长额

占到了总增长额的 20%以上，2022 年上半年 30%以上的收入增长来自替代进口项目。 

 

表 1 辅料微小变更的类型 

制剂分类 微小变更内容 研究验证工作 

普通口服固

体制剂 

1.变更辅料的供应商，但是辅料的技术等级不变，辅料的

质量不降低。2.提高辅料的质量标准（如收紧质控限度）

或者因药典版本的更新或增补而引起的质量标准的变更。

3.去除或部分去除着色剂、矫味剂。将印字油墨的成分改

为另外一种在已批准药物中使用的成分。4.变更辅料用量

（在规定范围内）。  

1.说明变更的具体情况和原因，对变更后的处方进

行研究。2.对变更后一批样品进行检验，应符合质

量标准的规定。3.对于可能影响溶出行为的辅料

（如 SDS、聚山梨酯 80 等）供应商的变更，应对

变更前后样品进行比较研究，证明变更前后的药物 

溶出曲线一致。4.对变更后首批样品进行长期稳定

性考察，并在年报中报告该批样品的长期稳定性试

验数据。 

口服缓释 /

控释制剂、

一、非释药控制性辅料的变更，包括（1）变更辅料的供应

商，但是辅料的技术等级不变，辅料的质 量不降低；（2）

1.说明变更的具体情况和原因，对变更后的处方进

行研究。2.对变更后一批样品进行检验，应符合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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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溶制剂 提高辅料的质量标准（如收紧质控限度）或者因药典版本 

的更新或增补而引起的质量标准的变更；（3）去除或部分

去除着色剂、矫味剂，或者将印字油墨的成分改为另外一

种在已批准药物中使用的成分；（4）变更辅料用量（在规

定范围内）。二、释药控制性辅料的变更，包括（1）变更

辅料的供应商，但是辅料的技术等级不变，辅料的质量不

降低；提高辅料的质量标准（如收紧质控限度）或者因药

典版本的更新或增补而引起的质量标准的变更；（3）变更

辅料用量（在规定范围内）。  

量标准的规定。3.变更释药控制型辅料的供应商，

应进行变更前后样品的比较研究，证明变更前后的

药物溶出曲线一致。4.对变更后首批样品进行长期

稳定性考察，并在年报中报告该批样品的长期稳定

性试验数据。 

非无菌半固

体制剂  

1.去除或部分去除着色剂、矫味剂。2.提高辅料的质量标准

（如收紧质控限度）或者因药典版本的更新或增补而引起

的质量标准的变更。3.变更辅料用量。各辅料用量变更不

超过该辅料原批准用量的 5%，所有辅料用量的变更总和

应不超过 5%。但由于处方改变而导致稀释剂（如水）用

量变更幅度允许超出此范围。4.防腐剂用量的变更不超过

原批准用量的 10%。5.结构为单一化学实体（纯度≥

95%）的基质供应商的变更，或者其他辅料供应商、技术

等级的变更。  

1.说明变更的具体情况和原因，对变更后的处方进

行研究。2.对变更后一批样品进行检验，应符合质

量标准的规定。3.对变更后首批样品进行长期稳定

性考察，并在年报中报告 该批样品的长期稳定性

试验数据。4.如防腐剂发生变更，应进行规定范围

内抑菌剂最低浓度的抑菌效力试验。 

 

资料来源：CDE，NMPA，首创证券 

 

 

3 加大产能布局，业绩有望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2022 年 10 月公司发布公告，拟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不超过 3.2 亿元，用于“新型

药用辅料系列生产基地一期项目”等 3 个项目。其中“新型药用辅料系列生产基地一期

项目”完全达产后预计营业收入为 4.18 亿元，净利润 1.06 亿元，将显著增厚公司业绩。 

 

表 2 公司可转债募投项目 

项目 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产品情况 预期收益 

新型药用辅料系

列生产基地一期

项目 

33500 万元 

 

21000 万元 

拟扩建年产 5000 吨微晶 纤维素和年产 2800

吨羟丙甲纤维素生产线，新建年产 500 吨交

联聚维酮和年产 500 吨交联羧甲纤维素钠和

年产 200 吨硬脂富马酸钠生产线。 

项目完全达产后预计营

业收入为 4.18 亿元，净

利润 1.06 亿元。 

合肥研发中心及

生产基地项目 
29040 万元 

 

8000 万元 

建设具有新型药用辅料全性能检测试验功能

的新产品研发测试中心，以及建设中试生产

线，打造研究开发新产品的小批量试生产和

制剂应用验证平台。 

—— 

补充流动资金 3000 万元 3000 万元 —— —— 

资料来源：公司可转债募集说明书，首创证券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募投有望取得较好收益。首先微晶纤维素、羟丙甲纤维素、交联

聚维酮和交联羧甲基纤维素钠等 4 个产品的现有生产线的实际产能利用率均已经处于

饱和或近于饱和，存在较为明显的扩产需求。另一方面，各主要产品下游需求旺盛，例

如羟丙甲纤维素为植物胶囊的原材料，国外市场对植物胶囊的需求持续增加，羟丙基甲

纤维素有望迎来较快增长；其他辅料品种，如中高端填充剂微晶纤维素、高效崩解剂交

联聚维酮和交联羧甲纤维素钠，以及缓控释材料羟丙甲纤维素等，均有较大进口替代市

场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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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公司主要产品产能和产能利用率情况 

产品名称 现有产能（吨/年） 2022 年 1-6 月产能利用率 2021 年产能利用率 

微晶纤维素 9500 77.07% 76.19% 

羟丙甲纤维素 1800 114.86% 87.98% 

交联聚维酮 300 49.28% 51.16% 

交联羟甲纤维素钠 300 66.59% 44.28% 

硬脂富马酸钠 10  84.80% 50.00% 

资料来源：公司可转债募集说明书，首创证券(备注：交联聚维酮生产线和交联羧甲纤维素钠生产线原设计产能各为 300 吨/年，由
于实 际经营中存在少部分设备老化或客户对产品质量和规格精细化要求的提高，导致目前两产品生产线的实际产能分别为 200 吨
/年和 250 吨/年。按实际产能测算，近一年一期，交联聚维酮的产能利用率为 76.75%和 73.92%，交联羧甲纤维素钠的产能利用率
分别为 53.13% 和 79.90%) 

 

从公司历史数据来看，2019 年由于公司二期工程项目及控股公司曲阜天利新区工

程项目转固，公司固定资产大幅增加，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 1-9 月公司收入同比

增速分别为 14.47%、16.10%和 17.69%，体现出产能逐步释放后公司业绩呈现加速态势。

我们认为随着公司产能逐步释放，业绩有望进入较快增长阶段。 

 

图 7 公司近年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情况  图 8 公司近年来固定资产周转率情况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4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 

我们预计 2022-2024 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7.30、8.92 和 10.85 亿元，同比增速分

别为 18.3%、22.3%和 21.7%；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14、1.46 和 1.81 亿元，同比增速分

别为 27.2%、28.4%和 23.9%，以 12 月 21 日收盘价计算，对应 PE 分别为 26.0、20.3 和

16.4 倍。首次覆盖给予“买入”评级。 

5 风险提示 

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产品毛利率；募投项目产品需求下滑，导致收益不及预期；募

投项目投产进度低于预期，导致业绩增长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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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和主要财务比率 
[Table_Finance] 
资产负债表（百万元） 2021 2021E 2022E 2023E  现金流量表（百万元） 2021 2022E 2023E 2024E 

流动资产 553 582 609 673 

 

经营活动现金流 104 58 198 198 

现金 141 135 102 75 

 

净利润 89 114 146 181 

应收账款 58 164 161 195 

 

折旧摊销 35 44 44 55 

其它应收款 0 0 0 0 

 

财务费用 1 1 1 1 

预付账款 12 15 19 23 

 

投资损失 -6 -8 -8 -8 

存货 78 94 113 135 

 

营运资金变动 -9 -47 14 -37 

其他 229 167 205 234 

 

其它 -3 -44 2 6 

非流动资产 410 471 607 933 

 

投资活动现金流 -20 -37 -209 -395 

长期投资 0 0 0 0 

 

资本支出 -36 -80 -180 -380 

固定资产 299 326 440 542 

 

长期投资 0 0 0 0 

无形资产 54 44 35 28  其他 16 43 -29 -15 

其他 51 75 76 77  筹资活动现金流 -55 -27 -22 170 

资产总计 963 1,053 1,216 1,606  短期借款 -9 0 0 0 

流动负债 224 236 282 521  长期借款 0 0 0 0 

短期借款 31 31 31 31  其他 0 2 15 216 

应付账款 59 67 81 98 

 

现金净增加额 29 -6 -33 -27 

其他 13 13 13 13 

 

主要财务比率 2021 2022E 2023E 2024E 

非流动负债 33 29 30 31 

 

成长能力         

长期借款 0 0 0 0 

 

营业收入 16.1% 18.3% 22.3% 21.7% 

其他 33 29 30 31 

 

营业利润 -8.5% 31.1% 28.4% 23.4% 

负债合计 257 265 312 552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5.0% 27.2% 28.4% 23.9% 

少数股东权益 66 65 65 65  获利能力     

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 640 723 839 989  毛利率 28.9% 29.5% 30.4% 30.6% 

负债和股东权益 963 1,053 1,216 1,606  净利率 13.9% 15.5% 16.3% 16.6% 

利润表（百万元） 2021 2022E 2023E 2024E 
 

 ROE 12.6% 14.4% 16.1% 17.1% 

营业收入 617 730 892 1,086 

 

 ROIC 17.9% 19.2% 21.8% 18.9% 

营业成本 439 514 621 753 

 

偿债能力     

营业税金及附加 6 7 9 11 

 

资产负债率 26.7% 25.6% 26.4% 23.2% 

营业费用 21 24 29 35 

 

净负债比率 9.1% 7.6% 6.8% 5.9% 

研发费用 27 31 38 47 

 

流动比率 2.5 2.5 2.2 1.3 

管理费用 31 32 37 43 

 

速动比率 2.1 2.1 1.8 1.0 

财务费用 1 1 1 1 

 
营运能力     

资产减值损失 -6 -3 -3 -3 

 
总资产周转率 0.6 0.7 0.7 0.7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 2 2 2 

 
应收账款周转率 12.2 6.6 5.5 6.1 

投资净收益 6 6 6 6 

 
应付账款周转率 7.7 8.2 8.4 8.4 

营业利润 100 131 168 207 

 
每股指标(元)     

营业外收入 0 0 0 0 

 
每股收益 0.49 0.63 0.81 1.00 

营业外支出 3 3 3 3 

 
每股经营现金 0.46 0.25 0.84 0.84 

利润总额 97 128 165 204 

 
每股净资产 2.73 3.08 3.58 4.22 

所得税 11 15 19 23 

 
估值比率     

净利润 86 113 146 181 

 
P/E 33.08 26.01 20.26 16.35 

少数股东损益 -4 -1 0 0 

 
P/B 4.61 4.08 3.52 2.98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90 114 146 181 

 
     

EBITDA 132 172 210 260 

 
     

EPS（元） 0.49 0.63 0.8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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