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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任丽梅

稳外贸物流是关键。日前，

2020外洽会系列线上论坛——

“应对疫情冲击，推进中俄中欧

班列国际合作”视频论坛在京举

行。论坛由中国产业海外发展

协会与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共

同举办，聚焦疫情下海、空供应

链严重受阻而凸显的铁路运力

新需求。论坛首次以视频方式

交流国际班列发展新思路，探讨

跨境物流通达新对策，就着力提

高中俄中欧班列回程货物满载

率、降成本升质量提出建议。

国际班列运量未降反扬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秘

书长和振伟在致辞中指出，我国

自2011年开通多边国际物流班

列以来，班列线路已扩展至60多

个沿线城市，并通达欧洲15个国

家72个城市。受疫情冲击，很多

产业链濒于停摆，但中俄、中欧

班列逆“疫”驰骋，运量未降反

扬——4月达979列、同比增长

46%，5 月运输防疫救护物资

119.6万件9381吨，还吸引了一

些新客户加入班列运行。

“高效、便利、安全和环保的

班列物流大通道，成为疫情持续

肆虐下国际贸易领域的新亮点，

对中俄中欧协作抗疫和复产复

市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各相

关企业应对产能大幅下滑的妙

方良药。”和振伟谈道。

俄罗斯驻华商务代表谢尔

盖·伊纽申表示，最近几年俄罗

斯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额已经突

破1000亿美元。尽管中俄贸易

受到疫情影响，但4月和5月贸

易额下降只有百分之几。而且，

贸易额的下降绝大多数是来自

价格的变化，而不是来自产品运

输数量的变化。例如，食品、农

产品贸易额今年比去年同比增

长了25%，并成为中俄贸易结构

中第二个重要的品类。

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副总

裁阿列克谢·施洛指出，稳定、安

全、环保是铁路运输的优势。目

前，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与去年

相比增长了43%，而且大多数都

是以集装箱铁路方式运行。今

年前5个月，俄罗斯和中国之间

的运输量达到1100万吨，同比

提高25%。其中，98%的产品都

是用最短的路线，即经哈萨克斯

坦过境从俄罗斯到中国。

优化布局提升运行效率

在铁路运输中，通关、口岸

货场的吞吐量以及冷链集装箱

等影响着国际班列的运行效率

与质量。

论坛上，来自国内铁路运输

企业的代表分别就各自班列物

流公司发展情况进行了介绍。

他们希望，构建多边铁路网络运

行大格局，着力打通沿线物流装

卸和通关瓶颈，改善市场环境和

优化运能布局，畅通和便捷双边

点线营运环节，多拉快跑降本增

效益，提升订制班列和回列装载

率，确保按质按量按时起运和顺

畅抵达目的国。

成都国际铁路港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俊波表示，今

年以来，中欧班列的运行和开行

没有受到疫情影响，反而在大幅

度增长。成都到俄罗斯和到欧

洲的中欧班列增幅近60%，成都

到俄罗斯的班列开行率达99%，

运行质量也在不断提升。

周俊波同时坦言，成都和莫

斯科的班列目前有去程和回程，

但回程缺乏足够的货运支持，没

有实现稳定的运行。因此，建议

引导和鼓励企业通过中欧班列

应对疫情冲击，推进中俄中欧班

列进行国际合作；开发多样性

的、多样化的物流产品，共同整

合市场资源，为市场提供更多业

务；支持欧洲冷链产品过境运

输，压缩物流成本。

湖南湘欧快线物流有限公

司夏朝晖认为，国际班列要把在

国内的末端延伸至东南亚，特别

是越南市场。同时，要解决运输

工具问题，将电子产品、农副产

品、视频等分类运输工具提上议

事日程。

加强合作提高运输容量

来自欧洲商会、欧亚铁路公

司以及芬兰、德国、法国等国的

代表希望，继续扩大中欧班列吞

吐量，推进电子封条通关途径，

将化工类等危险物品纳入班列

运输贸易序列。

波兰国家铁路货运股份有

限公司业务发展部副主任斯坦

尼斯瓦夫·沃特维兹介绍说，从

中国到欧洲的铁路运输大概

80%都要通过波兰东部边境的

口岸马拉。目前，波兰国家铁路

公司将进一步挖掘马拉的潜力，

完善铁路轨道等交通设施。当

然，波兰也在积极建设其他口

岸，提高吞吐量和运输能力，完

善一些基础设施，提高铁路运输

效率。未来，他希望相关运营公

司加强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铁路部门也应定期会面，加

强沟通、交流，提高运输容量。

欧亚铁路物流股份公司总裁

阿列克谢·格罗姆表示，欧亚铁路

物流公司有俄罗斯、白俄罗斯、哈

萨克斯坦等不同国家的参与，在

未来物流发展中，股东合作将起

到关键作用。同时，还要加强与

其他国外伙伴的协作，吸引更多

客户，进一步提高运输容量。

芬兰铁路公司销售和市场

部副总裁特罗·科索宁指出，运

输方面，目前芬兰和中国之间每

个月有4列~8列火车，货物从芬

兰送达至中国中部地区需要14

天时间。芬兰现在还不太了解

中国国内的相关情况，如运输相

关的法律法规等，希望今后多了

解、多合作，推动开通芬兰到中

国的线路。

论坛上，来自俄罗斯的代表

希望与中方企业不断深化合作，

保持5月以来大宗农产品贸易增

长27.8%以及允许牛羊肉等出口

中方的好势头。他们建议，俄中

双方应最大化挖掘铁路贸易潜

力，提升市场份额和运营水平，

推动和吸引更多冷链商品加入

俄中班列合作领域。

据了解，中、俄、欧盟及各有

关方面十分关注本次论坛。论

坛上，22位中外嘉宾相继发表视

频演讲并参与线上对话讨论，

440多位国内外相关企业高管及

金融机构领导等连线参加论坛，

为推进中俄中欧班列国际合作

献计献策。

本报讯 记者焦红霞报道

日前，医药行业发展状况蓝皮书

暨2019中国医药物资协会行业

发展状况报告发布会在重庆南

坪国际会展中心召开，正式对外

发布“用大数据看疫情”数据分

析报告以及2019医药政策、零

售药店、医药行业治理体系与治

理能力建设等13本行业发展状

况报告。

发布会上，中国医药物资协

会副会长于志刚就13本发展状

况报告进行整体介绍。他说，协

会今年撰写的13本蓝皮书中，

《“用大数据看疫情”数据分析报

告》《2019医药政策发展状况报

告》《2019医药新零售发展状况

报告》《2019医药品牌发展状况

报告》为首次发布，聚焦2020年

疫情对于医药行业的影响、2019

年医药行业新政策的连续出台、

药品新零售高速发展的服务生

态以及品牌对于企业文化传播

的重要性。

从整体内容上说，此次蓝

皮书既延续了之前对零售药

店、行业治理、医疗器械、国医

馆、基层医疗市场、跨境电商、

药店非药品类、医药人工智能、

医药知识产权的剖析与分享，

又结合 2019 年~2020 年医药

行业面临的种种机遇与挑战，

适时推出“用大数据看疫情”、

医药政策、医药新零售以及医

药品牌等新内容，立足实际，服

务会员，推动医药行业高质量

发展。

《“用大数据看疫情”数据

分析报告》通过对线下线上营

销、商圈、顾客、具体品种等政

策以及舆论导向对药店销售等

影响的数据分析，总结数据支

持的几个重要观点，并提出有

针对性的应对措施，供医药行

业对疫情大势做出准确判断及

应对；《2019 医药政策发展状

况报告》分析了2019年对药品

零售行业影响比较大的政策，

包括部分影响药品生产和药品

批发行业的政策，希望对广大

医药企业和相关政府部门有所

裨益。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更好研

究中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趋

势，服务全国医药流通行业会

员单位，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在

2019年宣布并成立了“医药行

业研究院”及相关研究体系。

在该研究院体系下，设置了“新

零售研究所”，研究医药新零售

行业发展趋势和动态，探索医

药新零售行业经营理论和方

法，推广医药新零售行业服务

内容与技术。《2019医药新零售

发展状况报告》包括互联网电

子商务的发展变化、行业监管

政策的风向性变化、医药新零

售市场品类与品牌、医药新零

售市场趋势和观点四大部分。

《2019 医药品牌发展状况

报告》回顾了2019年中国医药

行业环境、中国医药品牌营销现

状，并对中国医药品牌传播进行

分析。该报告提出，面对大型跨

国医药企业带来的品牌冲击，只

有走出品牌认识误区，才能在国

际化的竞争环境和移动互联时

代中打造出具备全球影响力的

品牌，这也是我国医药企业品牌

的发展目标。

记者了解到，自2011年开

始，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就协会

会员单位的发展信息展开调

查，并形成协会年度报告蓝皮

书，向社会公开发布。今年，

除 4本首次发布的蓝皮书外，

其他9本蓝皮书的内容是在延

续往年报告的基础上，根据

2019 年行业实际发展情况详

细论述而成。

云上共商物流合作 云下共享贸易互利
高效、便利、安全和环保的班列物流大通道，成为疫情持续肆虐下国际贸易领域的新亮点，

对中俄中欧协作抗疫和复产复市发挥了重要作用

立足实际 推动医药行业高质量发展
2019中国医药物资协会行业发展状况报告在重庆发布，首次聚焦2020年疫情

对于医药行业的影响、品牌对于企业文化传播的重要性等内容

20202020中中国国际国国际
有机产品博览会有机产品博览会

在沪在沪举行举行
日前，2020中国国际有机

产品博览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

举行，国内外200余家有机产

品生产制造企业参展。图为展

方工作人员（左）向参观者介绍

一个发酵罐展品。

新华社记者 方 喆 摄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1、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葫芦娃”）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0,1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0]1086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葫芦娃”，股票代码为“605199”。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

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5.19元/股，发行数量为40,100,000股，全部为新股

发行，无老股转让。

3、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8,070,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030,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010,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6,090,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7月1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

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35,992,510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186,801,126.90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97,490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505,973.10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4,004,546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20,783,593.74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5,454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28,306.26元

未缴纳认购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网下投资者名称

陈中一
唐安斌
李起富
陈能依
谭文胜

宁波市浪石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谢锡藩
张佥
张利民
王来
蔡刚波
王维航
王贞
胡雪坤
张伟刚
黄跃林
钱英士

维科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配售对象名称

陈中一
唐安斌
李起富
陈能依
谭文胜

浪石源长1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谢锡藩
张佥
张利民
王来
蔡刚波
王维航
王贞
胡雪坤
张伟刚
黄跃林
钱英士

维科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获配股
数（股）
303
303
303
303
303

303

303
303
303
303
303
303
303
303
303
303
303

303

获配金
额（元）
1572.57
1572.57
1572.57
1572.57
1572.57

1572.57

1572.57
1572.57
1572.57
1572.57
1572.57
1572.57
1572.57
1572.57
1572.57
1572.57
1572.57

1572.57

放弃认购股
数（股）
303
303
303
303
303

303

303
303
303
303
303
303
303
303
303
303
303

303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8]142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

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号），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02,944

股，包销金额为534,279.36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26%。

2020年7月3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

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6451545、010-86451546

联系人：中信建投证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3日

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

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迪药业”、“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

1185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

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

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6,000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14.29%。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6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0.00%。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4,320万股，占扣除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080万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0.00%，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最终网下、网

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7月6日（T-1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7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