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疫”追踪：新冠疫情下，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能否迎来突破性发展？ 

截至 2020 年 2 月 14 日早上 10 点，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累计确诊人数 63,923

人，疑似病例人数 13,435 人，治愈人数 7,019 人，死亡人数 1,489 人。此次疫情下，

公共医疗服务、生物医药创新进一步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同时民众日常卫生防护意

识也将提升、防护知识更加全面。 
 
 

生产病毒诊断试剂盒、医用口罩防护服、抗病毒药物、血液制品、以及消毒水等

物资的企业纷纷加入抗疫大军，短期内产品销量大幅增长，品牌影响力提升，对业绩

也有一定提振作用。此次疫情促使医疗产业中的部分板块如第三方诊断机构、互联网

医疗平台等短期内有了突破性发展。同时突发疫情也反映出医药研发领域的一些问

题，即对流行性病毒的研究和药物研发欠缺。 
 
 

诊断类 

 
 

“找到病根”，及时确诊是疫情防控和治疗的第一步。根据湖北省卫健委通报，1 月

24 日 24 时，湖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仅 729 例，但届时湖北省

已有大量发热咳嗽出现疑似症状的患者，却无法得到及时的确诊和医治。 
 
 

根据国家卫健委陆续发布的数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送检样本实时

荧光 RT-PCR 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呈阳性一直为确诊的主要病原学证据。核酸检测

所用试剂盒的紧缺成为第一道关卡。国家药品监督局很快开启了医疗器械应急审批程

序。截至 2 月 10 日，药监局累计应急审批了 7 家企业 7 个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

盒产品，所属企业分别是之江科技、达安基因、圣湘生物、华大基因、捷诺生物、伯

杰医疗和辉睿生物，均为第三方生物检测机构。此外，还有约 100 家医药检测企业均

完成新冠病毒检验试剂盒的研发，并提交审批。根据统计，目前新冠肺炎试剂盒的产

能已达到 77 万人份/天，供给量可基本满足疫情所需。 



 

初期检测困难的原因除了试剂盒短缺以外，检测场地达不到标准、操作人员专业

度欠缺等也是重要原因。PCR 病毒检测不仅要求达到生物安全防护等级的 PCR 实验

室，同时要求操作人员持有 PCR 上岗资质和丰富的 PCR 检测工作经验。这对于医疗

水平参差不齐的各层级医院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专业的事要交给专业的人做”，数

家第三方检测机构加入到抗疫行列，分担了各地疾控中心和医院大量的新冠病毒检测

工作，金域医学、华大基因、华银医学、达安基因等头部机构被纳入部分地区卫健委

推荐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名单。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加入，有效提高了检测结果的准确度

和时效性。 
 
 

但另一方面，关于确诊方法是否以核酸检测为阳性作为主要标准也一直存在争

议。2 月 13 日，湖北省新增确诊人数 14,840 人，较前一日翻了近 10 倍，其中

13,332 例均为临床诊断病例。根据中央指导组专家童超晖解释，临床诊断病例表现为

核酸检测为阴性，但临床医生根据病人病史、症状体征、临床化验、CT 等综合判断并

确诊。关于确诊方法调整的原因，部分报道也提及湖北省不少疑似病人核酸检测为阴

性，取消隔离后病情加重，同时传染更多人群。可见目前增加临床综合确诊方法是一

种更谨慎的做法，但同时也反应出目前用试剂盒的检验精度较低。对此，中国工程院

院士程京接受采访表示，“试剂盒产品研发过程中，原材料制备、生产工艺选择、研发

人员能力、技术手段使用、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产生偏差，偏差累计起来可能会导致试

剂盒产品灵敏度出现差别”、“如果没有良好的专业实操技能，样本的采集部位和手法可

能不符合规范，就可能直接影响检测结果”。 
 
 

小结： 

1、第三方检测公司在医疗体系中地位提升，疫情后有望承担更多病情诊断工作。第三



方生物检测公司在本次疫情的病毒检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医疗机构和地方

政府展开合作，对检测工作的时效性和检测结果的权威性都有较高保障。 

2、短期内对检测公司的品牌形象建立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公司实际获利情况有待明

确。部分企业表示病毒检测利润空间较小，且因本次疫情紧急目前试剂盒多为免费提

供，之后由政府付款，因此销售确认情况暂不明，实际获利情况有待明确。 

3、各家检测公司的技术分化情况凸显，检测的精准度、时效性仍有待提升。13 日起

湖北省临床诊断病例纳入确诊病例统计，虽然可视为更谨慎加强疫情防控，但同时意

味着目前试剂盒的检测准确度较低。 
 
 

医用防护、医疗设备类 

 
 

新型冠状病毒的一大特征就是传染性极强，全国确诊人数持续呈现几何式增长。

尤其在疫情初期，湖北省尤其武汉市医用防护、医用设备等物资极其紧缺。根据国家

药监局的公告，截至 2020 年 2 月 5 日 16 点，药监局应急批准医疗器械注册申请共

72 个，涉及产品包括医用防护口罩、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医用一次

性防护服、一次性使用手术衣、可重复使用手术衣、一次性使用医用帽、一次性使用

手术帽、医用隔离病床、隔离舱、一次性使用手术巾包、一次性使用无菌手术单、一

次性医用检查手套、一次性医用外科手套、无创呼吸机、鼻塞导管、加热呼吸管路、

红外体温计、高流量呼吸湿化治疗仪、数字化移动式 X 射线机、一次性使用介入手术

包、一次性使用气管插管包、一次性使用吸痰包。可见，本次疫情缺口较大的医疗器

械种类多样，尤其因为病毒极强的传染性，医用口罩、医用防护服、医用帽等防护类

用品缺口更大。 
 
 

口罩除了医护人员必需，也是人们日常出行防范病毒的必备用品。尤其随着各地

企业陆续复工，口罩的需求量剧增。根据工信部副部长 2 月 4 日接受采访介绍，中国

口罩产能约为每天 2,000 万只，包括医用、工业用所有种类。其中医用外科口罩 220

万，医用 N95 口罩的产能只有 60 万。口罩产能的恢复也需要一定时间，国家发展改

革委发布消息称，截至 2 月 10 日，全国口罩产能利用率已达到 76%，医用口罩产能

利用率达到 87%。 
 



 

若我们以 2 月 17 日作为基准日期进行测算。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 2019 年

末，全国就业人数为 77,471 万人。我们假设 17 日复工率只有 50%，每人每天只需一

只口罩，每天口罩的需求量将达到约 3.9 亿只。若不考虑新增产能，假设口罩生产企

业从 1 月 25 日陆续复工，至 2 月 17 日可以生产 24 天，再扣除掉口罩压片、消毒等

生产工序到出厂供给市场最短 7 天，同时假设平均每天产能利用率能达到 70%，累计

可供给市场的口罩约 2.4 亿只，仍然有 1.5 亿的缺口。即使部分商家存在囤货，但由于

口罩存在一定保质期，囤货量也不会太高，且大多已于疫情初期供给武汉市等疫情重

灾区。 

表 1 口罩需求与供给测算表 

 

注：复工人数=全国就业人数*复工率 
口罩每天需求量=复工人数*口罩需求/人/天 
至 2 月 17 日口罩可供给市场数量=口罩产能/天*（生产天数-口罩出厂天数）*平均产能利用率/天 
 
 

由此不少非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如富士康、比亚迪、中顺洁柔、上汽通用五菱、广

汽集团等均开发生产线生产口罩。这些制造业巨头一方面需提供足量口罩供自家员工

复工，另一方面也将补给全市场口罩需求。 



小结： 
1、短期的需求激增刺激生产和采购，包括医护工作和民众出行所需防护物资，以及医院扩建所需医

疗设备等。复工后口罩等防护物品短期内仍供不应求，短缺时长视疫情控制情况。资本蜂拥而上，

疫情结束后需警惕产能过剩的风险。这点担忧在资本市场上已有体现，口罩防护题材股票在春节后

开盘快速拉高后，近两日纷纷出现回调。 
2、同检测类企业类似，此次产销大幅增长的医用防护、医用设备类企业也需等待政府结账，实际获

利情况有待明确，短期内企业保持充足现金流仍是挺过疫情的关键所在。 

 
 
 

新药研发类 

 
 

新冠病毒在发展初期，对病毒的了解尚浅、无针对性特效药等因素成为恐慌主要

源头。随着疫情的发展，科研团队对病毒的研究加深、临创用药的不断试验，目前已

有 20 多种药物用于新冠病毒的临床实验。 
 
 

目前最受关注的是吉利德公司研发的瑞德西韦，原本为防治埃博拉病毒而研制，

目前正由中日友好医院医疗团队牵头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开展三期临床实验。其他当

前发现较为有效的药物还包括达芦那韦（抗 HIV 药物）、磷酸氯喹（一种抗疟药

物），均已开展三期临床实验。达芦那韦目前仅有美国强生公司旗下西安杨森制药公

司一家生产，相关的中资企业主要涉及博腾股份和雅本化学，这两家企业生产达芦那

韦中间产物或原料药。磷酸氯喹的生产企业包括多家中国大型制药企业，如金陵药

业、上海医药、精华制药、白云山等。 
 
 

本次疫情采取了中西医结合疗法，中医治疗领域的数种清热解毒的药物如藿香正

气胶囊、连花清瘟胶囊、金花清感胶囊也被纳入诊疗方案推荐药物。根据中医药管理

局发布，据 4 省试点临床观察显示，清肺排毒汤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总

有效率可达 90%以上。此外，静注人免疫球蛋白等血液制品可增强机体的抗感染能力

和免疫调节能力，在本次新冠病毒肺炎诊疗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小结： 

1、中国抗病毒领域创新药研发能力和投入较国外仍有较大差距。我国创新药临床申请

集中在抗肿瘤领域，对新型病毒的药物研发投入不足，这与医药研发企业短期投资回

报不佳有直接关系。疫情有望促进政府加大对新药研发的重视和支持。 

2、短期内抗病毒药物、血液制品等领域的生产和投资可能非理性增长，后期会小幅回

调。而其他药物制造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包括药物研发、临床试验、注册专利、原材

料采购、生产、流通等，短期内都会因疫情延迟复工等因素受到负面影响。 

3、中资里面大型制药企业拔得头筹，医药研发难度大且周期长，医药类初创企业需要

资本长期支持。近年来生物医药行业同业整合热度高涨，大型药企通过收购可快速获

得专利、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业绩；中小型医药研发企业也可通过整合提高抗风险能

力。 

4、中医药治疗在此次疫情中表现亮眼，能否吸引风险投资进入有待观望。我国一级市

场对医药领域的投资集中在西医，中医几乎无机构涉足。涉及到投资理念、投资回报

等问题，中医药此次疫情后能否吸引风投进入仍有待观望。 
 
 

医疗服务类 

 
 

为加强疫情防控，在国家减少人群聚集、居家隔离的号召下，人们出行频率大大

降低。医疗服务类的中小型医院、诊所等面临一至两个月内难以开业、客户流量极小

的问题。虽然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发热门诊和呼吸科就诊量高企，但由于担心交叉感

染，其他科室的接诊量和手术量将大幅下降。与此同时，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在政策红

利下实现突破性进展。 
 
 

2 月 7 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在疫情防控中做好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工作的

通知》（国卫办医函〔2020〕112 号），明确提出要科学组织和有效开展互联网诊疗

咨询服务。1 月 31 日，上海市首批 8 家市级医院开通互联网线上问诊，各地多家医院

也陆续推出了发热症状的在线咨询门诊。除此之外，互联网医疗平台也纷纷推出针对

新冠病毒肺炎的问诊专区，如微医、阿里健康、平安好医生、京东健康、春雨医生、

好大夫、企鹅杏仁等，2020 年春节期间问诊人数较平日激增。 
 



 

表 2 部分互联网医疗平台春节期间问诊量情况 

 
 
 

小结： 

1、互联网医疗平台访问量激增，被“禁足”的人们纷纷上线求助医生、购买药物，短期

内互联网医疗有望迎来一波发展热潮。 

2、目前不少互联网医疗平台问诊量大增仍主要因为提供了针对新冠病毒的问诊服务，

且存在医生满负荷工作，问诊需求量极大以致回复不及时等问题。疫情结束后，能否

真正抓住用户刚需、实现流量存留、形成用户习惯、深入日常场景，互联网医疗行业

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3、线下医疗服务机构尤其是中小型医院、诊所等在本次疫情中将受到不小的冲击，但

普遍就诊需求仍存在，尤其是牙科、美容整形一类，疫情结束后有望迎来一波强势业

绩增长。 
 
 

生物医药、医疗产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与社会民生息息相关。

此次疫情也暴露出我国现有医疗体系的不少问题。对于专注生物医药领域的投资机构

来说，与被投企业共同抗疫、协助被投企业度过疫情难关成为短期重点，对于生物医

药、医疗产业的长期投资也有了更多思考。 
 
 

礼来亚洲资本： 

“没有人能准确预测疫情的发展，我们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开发一切可以开发的武器” 

“即使疫情很快的得到改善，我们现在的开发工作对以后防治类似的感染病也会有帮

助…超级抗体的开发尤为重要” 

“生物制药公司开发新发传染病的疫苗或新药多半不会获得投资回报，这就需要政府和

公益组织给予一定的支持” 
 
 

松禾资本： 

“医药防护类企业会收益，但不少是账面上的收益，目前政府一定要等疫情过后才会结

账。” 

“企业在满足救灾的同时，现金流很重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未必能像过去一

样顺利” 

“银行能否及时制定政策，特别扶持一些 TO C 的行业，这对企业的影响非常巨大” 

“精准医疗仍为三大投资策略之一，围绕基因技术，跟华大基因等企业合作，希望通过

行业龙头寻找更好的投资机会” 
 
 

高特佳投资： 

“这次的新冠病毒由于对新药研发的速度要求极高，看到了我们整个创新药的 CRO、

CDMO 产业链的产业升级、和未来政策支持带来的积极影响” 

“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带来医疗设备市场扩容和基层下沉” 



“未来可能实现医保局直接与第三方检验结算，将极大利好第三方实验室的发展” 

“这次快速传播的新冠疫情对中国医疗信息化系统，远程诊断、在线问诊、医药电商都

将带来极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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