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Table_Industry]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周报 2019 年 10 月 9 日 

计算机 《健康产业纲要》利好医疗 IT公司传统及创新业务发展 

——互联网+大健康周报 

[Table_Main] [Table_Title] 评级：增持（ 维持 ） 

分析师：何柄谕 

执业证书编号：S0740519090003 

Email：heby@r.qlzq.com.cn 

 

 

 

 

 

 

 

 

 
[Table_Profit] 基本状况 
上市公司数 212 

行业总市值(百万元) 2,126.75 

行业流通市值(百万元) 1,642.41 
 

行业-市场走势对比 

 
公司持有该股票比例 

 
[Table_Report] 相关报告 

 

[Table_Finance]  重点公司基本状况 
简称 股价 

(元) 

EPS PE PEG 评级 

2018 2019 2020 2021 2018 2019 2020 2021 

卫宁健康 15.88 0.19 0.28 0.39 0.52 83.5

8 

56.71 40.72 30.54 1.56 买入 

创业慧康 17.42 0.44 0.38 0.50 0.66 39.5

9 

45.84 34.84 26.39 1.44 买入 

久远银海 36.08 0.69 0.70 0.99 1.39 52.2

9 

51.54 36.44 25.91 1.26 买入 

思创医惠 11.78 0.18 0.25 0.35 0.51 65.4

4 

47.12 33.66 23.10 1.10 买入 

和仁科技 29.15 0.49 0.69 0.99 1.41 59.4

9 

42.51 29.57 20.61 0.97 买入 

备注：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重点标的行情： 

 本周【卫宁健康】涨跌幅-1.37%；【创业慧康】涨跌幅 0.11%；【思创医惠】

涨跌幅-0.84%；【东华软件】涨跌幅-1.75%；【久远银海】涨跌幅 3.80%；

【和仁科技】涨跌幅-0.34%；【国新健康】涨跌幅-1.02%；【麦迪科技】涨

跌幅-1.86%；【德生科技】涨跌幅-3.47%；【荣科科技】涨跌幅-9.25%；【万

达信息】涨跌幅-5.49%；【易联众】涨跌幅 0.99%；【阿里健康】涨跌幅 0.

00%；【平安好医生】涨跌幅 0.11%。 

 

 行业重点动态： 

 吉林省电子居民健康卡应用实现全覆盖。10 月 1 日，吉林省电子居民健康

卡监测平台显示，全省 191 家二三级公立医院、857 家乡镇卫生院全部完

成电子居民健康卡应用环境改造，实现就医“一卡通”。今后，吉林省的居

民就医，一部手机生成一个二维码，可以到省内任意一个公立医疗机构就

医，标志着吉林省全域率先跨入“扫码就医”时代。 

 山东 82%医院提供“一站式”结算服务。山东在全国创新性推出了单病种

限价收费、先诊疗后付费等服务模式，开展了检验结果“一单通”、预约诊

疗、优质护理病房等便民惠民措施。65 家医院创建互联网医院，82%的医

院能够提供移动支付等“一站式”结算服务，普遍推广应用电子健康卡实

现实名就医。 

 

 投资建议： 

 重点推荐：久远银海（医保 IT 龙头企业）、卫宁健康（医疗 IT 龙头企业）、

创业慧康（医疗 IT 领军企业&医疗大数据龙头企业）、思创医惠（国内优质

医院信息集成平台商）； 

 推荐关注：东华软件（具备大医院卡位优势的医疗 IT 领军企业）、麦迪科

技（CIS 领域龙头企业）、和仁科技（优质医疗 IT 企业，新军字一号全国

独家推广权）、德生科技（社保卡及服务龙头企业）、国新健康（医保控费

领军企业）。 

 

 风险提示：行业发展不及预期，政策落地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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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情走势 

1.1、指数行情 

 本周【上证综指】涨跌幅-0.92%；【沪深 300】涨跌幅-0.99%；【深圳成

指】涨跌幅-1.08%；【创业板指】涨跌幅-1.21%。 

1.2、个股行情 

 本周【卫宁健康】涨跌幅-1.37%；【创业慧康】涨跌幅 0.11%；【思创医

惠】涨跌幅-0.84%；【东华软件】涨跌幅-1.75%；【久远银海】涨跌幅

3.80%；【和仁科技】涨跌幅-0.34%；【国新健康】涨跌幅-1.02%；【麦

迪科技】涨跌幅-1.86%；【德生科技】涨跌幅-3.47%；【荣科科技】涨跌

幅-9.25%；【万达信息】涨跌幅-5.49%；【易联众】涨跌幅 0.99%；【阿

里健康】涨跌幅 0.00%；【平安好医生】涨跌幅 0.11%。 

 

图表 1：互联网+大健康相关个股本周涨跌幅情况 

代码 公司 涨跌幅(%) 

  

代码 公司 涨跌幅(%) 

300253.SZ 卫宁健康 -1.37 603990.SH 麦迪科技 -1.86 

300451.SZ 创业慧康 0.11 002908.SZ 德生科技 -3.47 

300078.SZ 思创医惠 -0.84 300290.SZ 荣科科技 -9.25 

002065.SZ 东华软件 -1.75 300168.SZ 万达信息 -5.49 

002777.SZ 久远银海 3.80 300096.SZ 易联众 0.99 

300550.SZ 和仁科技 -0.34 0241.HK 阿里健康 0.00 

000503.SZ 国新健康 -1.02 1833.HK 平安好医生 0.11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2：互联网+大健康相关个股 2019年初至今涨跌幅情况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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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动态 

2.1、 吉林省电子居民健康卡应用实现全覆盖 

 2019 年 10 月 1 日，吉林省电子居民健康卡监测平台显示，全省 191 家

二三级公立医院、857 家乡镇卫生院全部完成电子居民健康卡应用环境

改造，实现省、市、县、乡就医“一卡通”。今后，吉林省的居民就医，

一部手机生成一个二维码（电子居民健康卡），可以到省内任意一个公立

医疗机构就医，标志着吉林省全域率先跨入“扫码就医”时代。。 

 

 今年年初以来，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

康”发展的意见》，吉林省政府围绕“数字吉林”建设，先后组织印发了

《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和《吉林省“互联

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行动计划的通知》，充分释放信息化对医疗服务

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以电子居民健康卡普及应用为切入点，创新

全省卫生健康领域“线上线下一体化”便民惠民服务模式，以就医“一

卡通”为目标，方便群众就医与健康管理，解决群众就医堵点，受到广

大人民群众广泛好评。 

 

 今年 1 月 25 日，省卫生健康委、省中医药管理局召开全省医院就诊“一

卡通”暨电子居民健康卡普及应用推进会。会议提出，5 月 1 日前完成

全省三级公立医院用卡环境改造，10 月 1 日前完成全省二级公立医院用

卡环境改造。会后，全省各级医疗机构立即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攻坚克

难，快速推进电子居民健康卡普及应用。 

 

 吉林省根据“以服务带应用、以应用促发展”的原则，开发建设电子居

民健康卡便民惠民服务功能。一是提供预约挂号服务，优化看病流程、

方便患者就医；二是提供智能语音导诊便民服务应用，保障患者合理、

有序和安全就医；三是提供全省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GIS 地理地图功

能，为患者和院前急救提供权威、准确和专业的位置信息服务；四是提

供商保理赔功能，实现理赔流程的无纸化和自动化；五是提供门诊缴费、

检验检查结果查询功能。 

 

 吉林省卫生健康信息中心卡管科科长王秋艳介绍，居民持电子居民健康

卡可以预约挂号、就诊治疗、检查取药、检验检查结果查询，有效节省

挂号、重复交费、多次划价等环节，真正实现患者少跑腿、数据多跑路。

截至 9 月 30 日，全省 1978062 人用卡，累计用卡 8066169 人次。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pkXXPnzWmFfN0O1zgFAPQ 

 

2.2、山东 82%医院提供“一站式”结算服务 

 山东省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今天举办第十场，

省卫健委介绍了山东卫生健康事业 70 年的发展成就。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 5 - 

  行业周报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70 年来，山东始终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为质量

为核心，在各级各类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专科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持续开展了标准化建设，强化人才队伍和学科建设，病床使用率、平

均住院日、药占比等主要指标呈逐年向好趋势，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显

著提高。在全国创新性推出了单病种限价收费、先诊疗后付费等服务模

式，开展了检验结果“一单通”、预约诊疗、优质护理病房等便民惠民措

施。65 家医院创建互联网医院，82%的医院能够提供移动支付等“一站

式”结算服务，普遍推广应用电子健康卡实现实名就医。 

 

 目前，全省拥有卫生健康领域院士 3 人、泰山学者 148 人，国家和省突

贡专家 81 人，齐鲁卫生健康领军人才 76 人。建成省级区域医疗中心 7

家、重点专病专科医院 6 家、省级临床精品特色专科 40 个、省级临床

重点专科 333 个，41 个专科获评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60 家县

级综合医院经国家卫生健康委评估达到县级医院服务能力推荐标准，总

数居全国第一位。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wauuHPIFQka3EOKf8l0BOw 

 

2.3、 部委发布《促进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纲要（2019-2022 年）》 

 《纲要》以促进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纲要》提出，到 2022 年

基本形成内涵丰富、结构合理的健康产业体系，优质医疗健康资源覆盖

范围进一步扩大，健康产业融合度和协同性进一步增强，健康产业科技

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人才数量和质量达到更高水平，形成若干有较强影

响力的健康产业集群，为健康产业成为重要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奠定坚

实基础。 

 

 备受关注的“互联网+医疗健康”提升工程，包括四大部分： 

 

（1）建设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有序推进省统筹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建设，逐步将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及健康数据资源接入平台和实现互联互

通。建立平台数据资源标准和互联互通交互服务标准，重点推进居民电

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标准统一，逐步实现连续记录和信息交换，提高

区域健康信息共享水平。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展改革委分别负责。 

 

（2）应用健康医疗大数据。建立全国健康医疗数据资源目录体系，建

设以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等为核心的基础数据库， 与国民体质

测定、健康体检以及其他外部数据源加强对接，逐步实现全人群全生命

周期的健康信息大数据管理。建立健全健康医疗大数据的信息共享、数

据安全、隐私保护政策和应急保障机制。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安全共

享，深化健康医疗大数据在医学科研、教育培训、临床诊疗、产品研发、

行业治理、医保支付等方面应用。开发中医智能辅助诊疗系统。由国家

卫生健康委、科技部、体育总局、医疗保障局、中医药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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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快发展“互联网+医疗”。支持依托实体医疗机构独立设置互联

网医院，规范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提高优质医疗服务的可及度，积极

发展互联网健康咨询和健康管理服务，推动线上线下服务一体化。以高

水平医院为核心，加快建立远程医疗网络和平台，提高面向基层、边远

和欠发达地区的远程会诊、远程影像、远程病理的覆盖度，完善相关付

费机制。依托“互联网+”实施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以改善

就医体验为中心，应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优化医院服务流程，全面实

现分时段预约诊疗、区域内检验检查结果互认，逐步推广智能导医分诊、

免（少）排队候诊和取药、移动端支付结算、检查结果自动推送、智慧

中药房等服务。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保障局、中医药局负责。 

 

（4）积极发展“互联网+药品流通”。建立药品流通企业、医疗机构、

电子商务企业合作平台，在药品流通中推广应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

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简化流通层次，优化流通网络，提高供求

信息对称度和透明度。建立互联网诊疗处方信息与药品零售消费信息互

联互通、实时共享的渠道，支持在线开具处方药品的第三方配送。加快

医药电商发展，向患者提供“网订（药）店取”、“网订（药）店送”等

服务。由商务部、卫生健康委、药品监管局负责。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iDvhIOa3LUbeGmdkUQQYYw 

 

3、本周重点报告 

3.1、医疗 IT 行业点评：《纲要》利好医疗 IT 公司传统及创新业务发展 

 投资事件：发改委联合卫健委、医保局等 21 部委共同发布《促进健康

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纲要（2019-2022 年）》，提出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实施 10 项重大工程，到 2022 年基本形成内涵丰富、结构合理的

健康产业体系。 

 

 重点建设“‘互联网+医疗健康’提升工程”，工程涵盖区域医疗信息化、

医疗大数据、互联网医疗服务、医药电商等多方面，利好医疗 IT 公司传

统业务及创新业务发展。《纲要》中提到的“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

施 10 项重大工程”包含“互联网+医疗健康”提升工程。“互联网+医

疗健康”提升工程建设内容包含四大方面：建设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卫

生健康委、发展改革委分别负责，排第一位为牵头部门，下同），应用健

康医疗大数据（卫生健康委、科技部、体育总局、医疗保障局、中医药

局负责），加快发展“互联网+医疗”（卫生健康委、医疗保障局、中医

药局负责），积极发展“互联网+药品流通”（商务部、卫生健康委、药

品监管局负责）。四大领域建设主要由卫健委和商务部来牵头负责。建设

内容涵盖区域医疗信息化、医疗大数据、互联网医疗服务以及医药电商

领域，围绕信息系统的建设，医疗数据的整理与分析，互联网医疗服务

体系的建立以及医药电商的发展等方面开展工作，利好医疗 IT 公司的传

统业务及创新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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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利好区域医疗信息化建设。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旨在建

立平台数据资源标准和互联互通交互服务标准，重点推进居民电子健康

档案、电子病历标准统一。具体的体现形式表现在搭建区域医疗信息化

平台，完善居民健康档案，以实现区域内各医疗机构的数据互联互通，

为分级诊疗、互联网医疗服务提供基础的信息服务保障。 

 

 应用医疗健康大数据，利好信息化成熟度完善以及医疗大数据产品的推

广和发展。若要应用医疗健康大数据先要建设以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电

子病历等为核心的基础数据库，进一步实现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信

息大数据管理。但现在医疗机构信息化成熟度低，电子病历数据质量差，

搭建基础数据库的前提是进行信息化成熟度的完善，利好医疗信息化系

统的建设。待数据库建立之后，要深化健康医疗大数据在医学科研、教

育培训、临床诊疗、产品研发、行业治理、医保支付等方面应用，并开

发中医智能辅助诊疗系统。医疗大数据产品有别于传统的 HIS 和 CIS 产

品，HIS 和 CIS 产品主要是产生数据，而医疗大数据产品主要是分析数

据。医疗大数据分析具备较强的医学专业性，比如医疗数据并非只运用

逻辑分析和关联分析就能有效挖掘出数据价值，而且要运用到专科的医

学和药学知识体系。现阶段医疗大数据产品已经初步运用到医学科研、

临床诊疗以及医院管理领域。未来医疗健康大数据应用的发展，将极大

刺激医疗大数据产品的需求释放。 

 

 加快发展“互联网+医疗”，助推互联网医院加速落地。政策支持依托实

体医疗机构独立设置互联网医院，规范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提高优质

医疗服务的可及度，积极发展互联网健康咨询和健康管理服务，推动线

上线下服务一体化。互联网医院的建设并非简单地搭建 APP 或微信公众

号平台提供挂号、缴费、问诊服务。互联网医疗的发展要求医疗机构应

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优化医院服务流程，全面实现分时段预约诊疗、

区域内检验检查结果互认，逐步推广智能导医分诊、免（少）排队候诊

和取药、移动端支付结算、检查结果自动推送、智慧中药房等服务。互

联网医疗旨在利用互联网及物联网技术实现线上线下流程优化，提高医

院运营效率，提高患者就医便捷性。政策有望加速互联网医院模式落地，

驱动互联网医院信息系统建设，互联网医院运营服务以及医院物联网业

务等多业务加速发展。 

 

 积极发展“互联网+药品流通”，利好医药电商快速发展。政策旨在建立

互联网诊疗处方信息与药品零售消费信息互联互通、实时共享的渠道，

支持在线开具处方药品的第三方配送，加快医药电商发展，向患者提供

“网订（药）店取”、“网订（药）店送”等服务。医药电商是互联网医

院运营的重要延伸。患者接受线上医疗服务，必然要进行线上购药，因

此处方外流、医药电商等业务应运而生。该政策利好处方共享平台建设

以及医药电商的发展。 

 

 投资建议：重点推荐#久远银海#、#创业慧康#、#思创医惠#、#卫宁健

康#、#平安好医生#、#阿里健康#，推荐关注#麦迪科技#、#东华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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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仁科技#。 

 

 风险提示：业务发展不及预期，政策落地缓慢 

 

4、互联网+大健康行业核心投资观点 

 

 医疗 IT 行业基本面显著改善，互联网业务加速发展，互联网巨头布局重

塑行业价值： 

 

 （1）医疗 IT 行业景气度提升，市场集中度提升。下游需要旺盛，医疗

IT 行业景气度提升。三级医院信息化建设以上新产品为主，比如医院信

息集成平台、临床医疗大数据平台等，二级及以下医院出于医诊疗水平

等需求，需要对信息系统进行成熟度完善。医疗信息化行业下游需求旺

盛，由于政策和技术驱动，未来 2-3 年将是加速建设期。从医疗 IT 厂商

来看，订单加速成长。2017 年卫宁健康、创业软件等行业领军企业订单

增速 40%左右，2018 年以来依旧维持 40%+的增速。并且医联体、信息

互联互通等政策驱动医疗信息化建设由点到面推进，中小型企业由于交

付能力弱和产品结构单一，将逐渐被市场淘汰，行业资源将向大型企业

集中。 

 

 （2）政策助力，新政频发驱动行业加速发展。医院信息系统建设规范、

电子病历规范、新电子病历评级等针对医疗 IT 的政策越来越细化和可操

作性。互联网医疗政策已经由口号式的大政方针演变成《促进“互联网

+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互联网医疗行业发展将有更清晰的路径。医

保局成立将会推出更多政策和新型管控方式，相关配套的信息系统也面

临升级换代和新建。 

 

 （3）互联网医疗业务进入加速成长期。主业为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平安

好医生已经成功在港股上市并获得较高估值，目前总市值超 500亿港币。

主业为互联网+医药的阿里健康业绩爆发式增长，2017 年收入增速

413.37%，并实现扣非利润扭亏为盈，今年以来股价实现翻倍增长。卫

宁健康的四朵云业务同样表现卓越，云医、云药和云险经营指标靓丽，

今年有望实现盈利。处方外流的推进加速处方共享平台发展，互联网医

疗迎来百亿量级新赛道。 

 

 （4）互联网巨头加速在医疗科技领域布局，医疗 IT 行业资产价值有望

重估。腾讯入股东华软件，阿里入股卫宁健康，腾讯和阿里双巨头均与

创业软件战略合作，互联网巨头加速在医疗科技领域布局卡位。互联网

巨头具备技术优势、资金优势、C 端流量优势，医疗 IT 企业具备行业优

势，双方强强联合，资源互补，将实现“1+1>2"的双赢效果。医疗 IT

行业资产价值有望进行重估。 

 

5、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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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投资建议 

 重点推荐：久远银海（医保 IT 龙头企业）、卫宁健康（医疗 IT 龙头企业）、

创业慧康（医疗 IT 领军企业&医疗大数据龙头企业）、思创医惠（国内

优质医院信息集成平台商）； 

 推荐关注：东华软件（具备大医院卡位优势的医疗 IT 领军企业）、麦迪

科技（CIS 领域龙头企业）、和仁科技（优质医疗 IT 企业，新军字一号

全国独家推广权）、德生科技（社保卡及服务龙头企业）、国新健康（医

保控费领军企业） 

5.2、风险提示 

 行业发展不及预期 

 政策落地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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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股票评级 

买入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5%以上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5%~15%之间 

持有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5%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行业评级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10%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备注：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 6~12 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基准指数的相对市场表现。其

中 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

转让标的）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为基准，美股市场以标普 500 指数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

基准（另有说明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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