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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点： 

 上周医疗服务 II 下跌 4.73%，涨幅居中 

上周医药生物报收 9139.93 点，下跌 1.99%，涨幅排名位列申万一级行业第

22 位，跌幅靠前；医疗服务 II 报收 8160.85 点，下跌 4.73%；中药 II 报收

7819.88，上涨 1.62%；化学制药报收 10497.99 点，下跌 1.84%；生物制品Ⅱ

报收 8780.36 点，下跌 3.67%；医药商业Ⅱ报收 6666.10 点，上涨 2.33%；医

疗器械Ⅱ报收 7811.54 点，下跌 2.84%。细分板块来看，医疗服务跌幅较大。 

 医疗服务板块 PE（ttm）29.89 X，PB（lf）4.95 X 

当前医疗服务板块 PE 为 29.89 X，近一年 PE 最大值为 58.41 X，最小值为

28.92 X；当前 PB 为 4.95 X，近一年 PB 最大值为 7.79 X，最小值为 4.67 X。

医疗服务板块 PE（ttm）较前一周下降了 1.50 X，PB（lf）较前一周下降了

0.24 X，医疗服务板块 PE、PB 处于近一年底部水平。从近 10 年来看，医

药行业估值处于位于历史分位 2.99%，医疗服务板块估值位于历史分位

0.22%。 

 重要资讯 

（1）医保局发布《2022 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报》：近日，国家医保

局发布《2022 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报》，截至 2022 年底，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人数 134570 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 1727 万人，同比下降 1.3%；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36242 万人，比 2021 年底增加 811 万人，同比

增长 2.3%；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98328 万人，比 2021 年底减少

2538 万人，同比下降 2.5%。（来源：国家医保局）。（2）健康中国行动推进

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健康中国行动 2023 年工作要点》：《工作要点》要

求，持续推动实施各项行动，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工作要点》

指出，坚持关口前移，深入推进实施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积极开展减

盐、减油、减糖以及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三减三健”行动。

继续开展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等健康科普，增强群众自我防范意识和防护

能力。（来源：医药网） 

 本周观点 

进入 3 月以来，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做好 2023 年医药集中采购和价格管

理工作的通知》。《通知》共从坚定不移推进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提高

集采精细化管理水平、加强药品价格综合治理、着力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

革和管理、持续开展口腔种植价格专项治理和优化医药价格治理能力支撑

6 个方面对全国的医药集采和价格管理工作做出明确要求。 

我们认为，在涉及民生的医疗领域集采将继续常态化，并将逐步从药品向

器械延伸，建议短期规避有集采压力的相关品种。从边际变化看集采药品

价格降幅趋缓，且政策明确表示创新药械临床使用尚未成熟、难以实施带

量采购，北京 DRG 支付也将兼具创新、临床获益、且对 DRG 按病组支付

标准有较大影响的创新药械及诊疗产品，可以独立于 DRG 付费模式之外

等都已经表明集采当前已边际缓和。 

3 月 9 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2 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报》，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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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底，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134570 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 1727 万

人，同比下降 1.3%；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36242 万人，比 2021 年底

增加 811 万人，同比增长 2.3%；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98328 万

人，比 2021 年底减少 2538 万人，同比下降 2.5%。2022 年，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含生育保险）总收入、总支出分别为 30697.72 亿元、24431.72 亿元，

年末基金累计结存 42540.73 亿元。国家医保局自 2018 年以来已累计开展 7

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共采购 294 种药品，平均降幅超 50%，约

占公立医疗机构化学药和生物药采购金额的 35%；开展 3 批国家组织高值

医用耗材集采，纳入冠脉支架、人工关节和脊柱类骨科耗材，平均降幅超

80%。自 2018 年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连续 5 年开展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

判，累计 618 种药品新增进入目录范围，其中 2022 年新增 111 种。根据《2022 

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报》，2022 年，协议期内 275 种谈判药报销 1.8

亿人次，当年累计为患者减负 2100 余亿元。结合老龄化的趋势，医保继续

开源节流仍是趋势，药械产品竞争格局将成为投资中的重要考量因素，整

体利好“创新”产业链。 

医疗服务板块年初在新冠乙类乙管之后“复苏”势头显著，近期整体再次

呈现回落态势，目前医药行业估值处于位于历史分位 2.99%，医疗服务板

块估值位于历史分位 0.22%，再次迎来配臵良机，我们维持对医疗服务行

业的“增持”评级，建议在以下三大主线中优选细分方向：（1）“创新”

重启的 CXO：关注临床 CRO 及后端细胞基因治疗 CDMO；（2）疫后复苏

医疗服务：关注受益于消费复苏的口腔医疗、眼科等专科医疗服务；（3）

IVD 产业链：关注受益于诊疗恢复的化学发光、POCT、分子诊断 PCR 及

产业链下游 ICL。 

 风险提示 

（1）政策变动不确定性；（2）创新药研发投入不及预期；（3）行业及上市

公司业绩不及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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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板块及个股表现 

上周医药生物报收 9139.93 点，下跌 1.99%，涨幅排名位列申万一级行业

第 22 位，跌幅靠前。沪深 300 指数下跌 0.21%，医药跑输沪深 300 指数 1.78%。 

图 1 上个交易周各行业指数涨跌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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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2 年初至今各行业指数涨跌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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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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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医药生物上市公司一周涨幅前 1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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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4 医药生物上市公司一周跌幅前 1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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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医药生物二级子行业医疗服务 II 报收 8160.85 点，下跌 4.73%；中药 II

报收 7819.88 ，上涨 1.62%；化学制药报收 10497.99 点，下跌 1.84%；生物制

品Ⅱ报收 8780.36 点，下跌 3.67%；医药商业Ⅱ报收 6666.10 点，上涨 2.33%；

医疗器械Ⅱ报收 7811.54 点，下跌 2.84%。细分板块来看，医疗服务跌幅较大。 

表 1 医药各子版块一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5 近一年医疗服务板块涨跌幅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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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从医疗服务板块公司的表现来看，表现居前的公司有：数字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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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济医药（+1.0%）、爱尔眼科（+0.6%）、新里程（-0.2%）、皓元医药（-0.8%）；

表现靠后的公司有：诺禾致源（-13.1%）、药石科技（-11.1%）、华厦眼科（-10.9%）、

*ST 宜康（-9.4%）、泓博医药（-4.7%）。从个股涨跌幅来看 CXO 相关公司回

调较大。 

图 6 医疗服务板块上市公司一周涨跌幅前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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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7 医疗服务板块上市公司一周涨跌幅后五名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2 行业估值 

近一年医药板块估值整体回落，医疗服务估值下降明显。当前医疗服务

板块 PE 为 29.89 X，近一年 PE 最大值为 58.41 X，最小值为 28.92 X；当前 PB

为 4.95 X，近一年 PB 最大值为 7.79 X，最小值为 4.67 X。医疗服务板块 PE（ttm）

较前一周下降了 1.50 X，PB（lf）较前一周下降了 0.24 X，医疗服务板块 PE、

PB 处于近一年底部水平。 

从近 10 年来看，医药行业估值处于位于历史分位 2.99%，医疗服务板块

估值位于历史分位 0.22%。医疗服务板块相对于沪深 300 估值溢价率 167.1%。

虽然静态来看医疗服务板块估值仍较高，但考虑到专科医院及 CXO 产业相关

公司业绩增速较高，行业发展趋势较好且政策免疫，目前估值已较为合理。 

图 8 2015 年至今医药生物 PE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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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9 2015 年至今医药生物 PB 情况   

1.5

2.5

3.5

4.5

5.5

6.5

7.5

2015-07-09 2016-07-09 2017-07-09 2018-07-09 2019-07-09 2020-07-09 2021-07-09 2022-07-09

PB PB均值 标准差（+1） 标准差（-1)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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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近一年医药各子版块 PE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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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11 近一年医药各子版块 PB 情况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12 申万一级行业市盈率情况（TTM，整体法，剔除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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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13 2012 年至今各子行业估值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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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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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重点公司估值跟踪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数据截至 2023 年 3 月 21 日 

3 行业要闻及重要公告 

3.1 行业要闻 

 医保局发布《2022 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报》 

3 月 9 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2 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报》，截至

2022 年底，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134570 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 1727 万人，

同比下降 1.3%；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36242 万人，比 2021 年底增加 811

万人，同比增长 2.3%；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98328 万人，比 2021

年底减少 2538 万人，同比下降 2.5%。2022 年，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含生育保

险）总收入、总支出分别为 30697.72 亿元、24431.72 亿元，年末基金累计结存

42540.73 亿元。（来源：国家医保局）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健康中国行动 2023 年工作要点》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健康中国行动 2023 年工作要

点》。《工作要点》要求，持续推动实施各项行动，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

健康。《工作要点》指出，坚持关口前移，深入推进实施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

动，积极开展减盐、减油、减糖以及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三减

三健”行动。继续开展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等健康科普，增强群众自我防范

意识和防护能力。持续开展健康学校建设，组织做好 2023 年青少年烟草流行

监测和控烟干预工作，严厉打击通过互联网销售烟草制品的违法行为，保护

未成年人免受烟侵害。开展第一批国家级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

认证，推进儿童健康综合发展示范县（市、区、旗）创建，开展危重新生儿

救治网络评估，继续维持高水平儿童常规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提升精神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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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社区康复服务质量水平，促进精神障碍患者回归和融入社会。（来源：医药

网） 

4 板块观点 

4.1 细分板块观点 

医药创新继续，2023 年随着疫情防控优化 CXO 相关公司与下游客户商业

活动将逐步修复，且随着疫情防控优化市场“创新”产业链热度有望重启；

2022 年我国多地疫情反复，较大程度影响了民营医疗机构的运行，预计随着

疫情防控政策逐步优化，疫情退潮社会运行恢复正常之后民营专科诊疗需求

将迎来反弹；疫后医院诊疗恢复，院端体外诊断（IVD）需求有望回暖，随着

防疫政策优化居家抗原检测将成为常态且常规医疗恢复也将为行业成长注入

动力。 

【CXO 领域】 

全球及国内 Biotech 投融资持续活跃推升医药研发投入积极性，全球生物

医药领域的投融资热度仍然保持高速增长，不仅体量持续走高，而且增速乐

观。全球及国内医药产业投融资持续活跃将有利于推动 Biotech 公司持续加大

对研发投入，从而有利于创新药卖水人“CXO”产业健康发展。 

国内医药企业研发创新继续推进。带量采购加快了仿制药的降价节奏，

仿制药盈利能力下降在所难免，会促进企业加快回归研发创新布局，争取创

新产品对老产品进行迭代。2022 年 1 月 30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规划》对过

去医药工业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归纳并提出提出了具体目标，全行业研发

投入年均增长 10%以上；我们认为，医药工业营收及净利润持续稳健增长将

成为医药创新投入的重要支撑，在全行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 10%以上的目标

之下，预计医药工业企业对医药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将继续高涨，从而有利于

创新产业链相关公司发展。 

CRO 企业掌握药物发现流量入口，细胞基因治疗或为 CXO 企业再辟新

空间。国内 CRO 企业如药明康德、成都先导深度布局 DEL（DNA 编码化合

物库）技术，睿智化学布局 FBS、CADD、SBDD 技术。大大加快了潜在药物

发现的速度。以上技术大大加快了新药研发进程，也使新药发现技术成为 CRO

企业获得订单的重要流量入口。当前中国细胞基因治疗正处萌芽期，基因治

疗 CRO 和 CDMO 与传统制药差异大。相比小分子和大分子制药，基因治疗

由于复杂的技术机制、高门槛的工艺开发和大规模生产、严苛的法规监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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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有限的产业化经验、差异化的适应症药物用量，更加依赖于 CDMO 服

务；新药企业若自建生产线，将面临产能利用率低、设备灵活性不足等问题，

且工艺的转移、验证将带来较高成本，故客观上大幅提升了 CDMO 业务的

稳定性和持续性。预计随着细胞治疗产品不断丰富，细胞基因治疗 CDMO 业

务也将为 CXO 企业再辟新空间。 

【民营医疗服务】 

政策支持民营医疗服务，防疫政策优化就诊有望回升。在长期指导性文

件“健康中国 2030”中规划未来应优化多元办医格局，利于社会资本进入医

疗服务行业，优化多元办医格局。目前行业政策和竞争格局一方面鼓励高质

量的社会机构积极投入办医的行列，另一方面将继续加强医疗机构的监管，

有利于提升社会力量办医的品种，也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对民营医院的“负

面”看法。从 2022 年的政策文件来看，国家层面鼓励社会办医的政策方向不

变；从十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人

大通过的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等政策高度来

看，支持社会办医是已经奠下基调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继 2021 年《深化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出台之后，各省市陆续发布医疗服务价格调整

目录，带来不同程度的医疗服务价格调升，带来政策边际改善的利好信号。

2022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2 年重点工作任

务》再次明确支持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并支持社会办医疗机构牵头

组建或参加医疗联合体。近年我国的老龄化程度继续加深，2021 年 65 岁以上

老年人占比为 14.2%，比 2020 年上升 0.7pct，老龄化提升医疗服务需求，中国

医院门诊量数据来看门诊就诊人次已从 2016 年的 79.32 亿人次增长至 2019 年

的 87.20 亿人次，期间复合增长率为 3.2%。受疫情影响 2020 年中国医院门诊

量和住院人次大幅下滑，2021 年医疗服务数据大幅反弹，但 2022 年初以来的

疫情继续对医疗服务形成较大压制，预计随着近期疫情防控政策的持续优化，

民营医疗服务的诊疗需求也有望快速恢复。 

图 14 全国诊疗人次变化情况 （单位：亿人次）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湘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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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D】 

常规检测疫后恢复，抗原检测需求旺盛。在院端诊疗需求总体恢复趋势

之下，IVD 直接收益。截至目前，我国的生化诊断已基本摆脱国外掣肘，国

产化进程基本完成;而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又激发了 POCT(即时检验)技术的

大量需求，使其成为了新的蓝海市场。IVD 中游市场高端领域产品主要集中

在基因芯片、基因测序、流式细胞仪等产品；中高端集中在化学发光分析仪、

核酸检测、POCT 等；低端产品主要集中在普通酶联免疫产品、手动生化分析

仪等。 

我国 IVD 技术经历了传统化学反应，酶催化反应，免疫诊断和分子诊断

的发展历程，逐步向灵敏度高，特异性强，检测速度快和低成本的方向迅速

发展。目前放射免疫处于衰退期，化学发光免疫、分子诊断相关的基因测序、

基因芯片、PCR 处于成长期。我国 IVD 细分领域的化学发光技术为主流技术，

市场增速达 20%以上，代表新型技术的分子诊断和 POCT 增速也超 20%，酶

联免疫技术正在被逐渐替代，已进入了负增长。在 IVD 中游领域我们建议从

产业技术周期及细分领域成长性综合考虑重点推荐化学发光、POCT、分子诊

断领域的 PCR 三大方向，此外 IVD 产业链下游领域我们建议关注 ICL 领域。 

4.2 本周观点 

进入 3 月以来，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做好 2023 年医药集中采购和价格

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共从坚定不移推进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提高

集采精细化管理水平、加强药品价格综合治理、着力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和管理、持续开展口腔种植价格专项治理和优化医药价格治理能力支撑 6 个

方面对全国的医药集采和价格管理工作做出明确要求。 

我们认为，在涉及民生的医疗领域集采将继续常态化，并将逐步从药品

向器械延伸，建议短期规避有集采压力的相关品种。从边际变化看集采药品

价格降幅趋缓，且政策明确表示创新药械临床使用尚未成熟、难以实施带量

采购，北京 DRG 支付也将兼具创新、临床获益、且对 DRG 按病组支付标准

有较大影响的创新药械及诊疗产品，可以独立于 DRG 付费模式之外等都已经

表明集采当前已边际缓和。 

3 月 9 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2 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报》，截至

2022 年底，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134570 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 1727 万人，

同比下降 1.3%；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36242 万人，比 2021 年底增加 811

万人，同比增长 2.3%；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98328 万人，比 2021

年底减少 2538 万人，同比下降 2.5%。2022 年，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含生育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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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总收入、总支出分别为 30697.72 亿元、24431.72 亿元，年末基金累计结存

42540.73 亿元。国家医保局自 2018 年以来已累计开展 7 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

带量采购，共采购 294 种药品，平均降幅超 50%，约占公立医疗机构化学药

和生物药采购金额的 35%；开展 3 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纳入冠脉

支架、人工关节和脊柱类骨科耗材，平均降幅超 80%。自 2018 年国家医保局

成立以来，连续 5 年开展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累计 618 种药品新增进入

目录范围，其中 2022 年新增 111 种。根据《2022 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

报》，2022 年，协议期内 275 种谈判药报销 1.8 亿人次，当年累计为患者减负

2100 余亿元。结合老龄化的趋势，医保继续开源节流仍是趋势，药械产品竞

争格局将成为投资中的重要考量因素，整体利好“创新”产业链。 

图 15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和支出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医保局、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16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结存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医保局、湘财证券研究所 

医疗服务板块年初在新冠乙类乙管之后“复苏”势头显著，近期整体再

次呈现回落态势，目前医药行业估值处于位于历史分位 2.99%，医疗服务板块

估值位于历史分位 0.22%，再次迎来配臵良机，我们维持对医疗服务行业的

“增持”评级，建议在以下三大主线中优选细分方向：（1）“创新”重启的

CXO：关注临床 CRO 及后端细胞基因治疗 CDMO；（2）疫后复苏医疗服务：

关注受益于消费复苏的口腔医疗、眼科等专科医疗服务；（3）IVD 产业链：

关注受益于诊疗恢复的化学发光、POCT、分子诊断 PCR 及产业链下游 ICL。 

5 风险提示 

（1）政策变动不确定性；（2）创新药研发投入不及预期；（3）行业及上市公

司业绩不及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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