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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结论：CXO行业继续维持高景气度，中长期继续战略性推荐

 考虑到全球研发依然处于高景气度且向中国转移趋势不变，以及叠加国内研发高β爆发中，维持前期对国内CXO高景气度的判断。
 全球（以跟踪美国指标为例）行业跟踪指标依然处于景气度高点：跟踪前置指标（美国PEVC投融资情况及IPO情况），合计单季度融资金

额在150亿美元（其中PEVC 70-110亿美元、IPO 60-80亿美元），依然处于历史高位；另外我们跟踪跨国药企研发投入及美国FDA获批新
药情况，均保持高强度。

 国内行业跟踪指标向上趋势不变：国内创新药IND受理品种数量，自2020年以来持续保持高速增长，表征国内的创新依然处于初期；另外
国内PEVC投融资规模、IPO上市融资情况、以及大药企及Biotech企业的研发投入继续处于高景气度中，

 在汇率升值的影响下，国内CXO行业2021年三季报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统计13家A+H CXO公司（不考虑药明生物、维亚生物以及九洲药业和普
洛股份）合计实现营业收入353.5亿元，同比增长41.2%，继续延续超高速增长。单季度来看，合计9家CXO公司（暂不考虑睿智生物、诺泰生物
、皓元医药、阳光诺和）Q1/Q2/Q3分别实现营业收入94.3/112.6/122.5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3.7%/38.4%/37.4%。
 国内CDMO公司继续呈现高速增长、且景气度有上行趋势：核心公司CDMO业务2021年三季报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27亿元，同比增长

43.9%，呈现超高速增长，其中药明康德、凯莱英、博腾股份、康龙化成继续呈现高速增长。展望2022年，伴随覆盖管线数量的增长以及
产能投产的加速，国内核心CDMO供应商有望持续受益、业绩呈现加速趋势。

 国内CXO公司实验室业务继续呈现高速增长、维持高景气度：核心CXO公司实验室业务2021年三季报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41亿元，同比增
长41.0%，呈现超高速增长，其中药明康德实验室业务实现营业收入89.3亿元，同比增长37.5%。其中昭衍新药、美迪西2021年前三季度分
别实现营业收入8.6亿元和7.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5.7%和81.6%，另外考虑到昭衍新药前三季度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70%，继续表征国内
临床CRO需求继续呈现高β。展望2022年，海外创新药产业链持续转移以及叠加国内的高景气度，我们判断未来3年将持续呈现快速增长。

 国内CXO公司临床CRO业务继续呈现高速增长、疫情下恢复趋势明显：核心CXO公司临床CRO业务2021年三季报合计实现营业收入50.0

亿元，同比增长45.2%，呈现超高速增长，其泰格医药实现营业收入31.3亿元，同比增长41.5%。展望2022年，疫情下临床CRO业务持续恢
复、且伴随国内创新逐渐传导到临床CRO业务，我们判断未来3年临床CRO业务将持续呈现快速增长、且景气度有向上的趋势。

 投资建议：投资策略上，CXO全产业链战略性看好，继续推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CDMO、药物发现及临床前研究CRO和临床CRO的
细分市场龙头，以及受益于行业高景气度的小而美的公司，持续推荐博腾股份、美迪西、药明康德、九洲药业、昭衍新药、凯莱英、康龙化成
、诺泰生物、维亚生物等。

 风险提示：新冠疫情进展具有不确定性；相关公司海外并购及业务拓展具有不确定性；核心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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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XO行业景气度跟踪框架

资料来源：华西证券研究所

CXO行业景气度跟踪框架：行业景气度依然位于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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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研发支
出β

国内CXO景气度

全球产业链“转移” 赋能国内、高β

 美国PEVC投融资情况

 美国交易所IPO融资情况

 TOP 20跨国药企研发投入

 美国FDA获批新药情况

 国内创新药IND受理情况

 国内PEVC投融资情况及IPO情况

 国内Biotech企业和大药企研发投入

考虑到全球研发依然处于高景气度且向中国转移趋势不变，以及叠加国内研发高β爆发中，维持前期对国内CXO高
景气度的判断。
 全球（以跟踪美国指标为例）行业跟踪指标依然处于景气度高点：跟踪前置指标（美国PEVC投融资情况及IPO

情况），合计单季度融资金额在150亿美元（其中PEVC 70-110亿美元、IPO 60-80亿美元），依然处于历史高位
；另外我们跟踪跨国药企研发投入及美国FDA获批新药情况，均保持高强度。

 国内行业跟踪指标向上趋势不变：国内创新药IND受理品种数量，自2020年以来持续保持高速增长，表征国内
的创新依然处于初期；另外国内PEVC投融资规模、IPO上市融资情况、以及大药企及Biotech企业的研发投入继
续处于高景气度中。

国内研
发支出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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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β：美国PEVC投资继续延续高景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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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美国医疗健康VC投资规模（亿美元） 图：美国医疗健康VC投资1亿美元以上占比呈现提升趋势

资料来源：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华西证券研究所

美国一级PEVC医疗健康行业投融资规模持续呈现高景气度增长，是全球医药创新的长尾客户的β

 从美国PEVC投融资角度来看：2021年前三季度美国医疗健康行业VC投资规模达到28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7%，其中
Q1/Q2/Q3投资规模分别为118亿美元、93亿美元和69亿美元，继续呈现历史高位水平、延续高景气度。

 VC投资中1亿美元以上项目占比呈现逐渐提升：2021年前三季度1亿美元以上投资项目有88个、总投资金额140.3亿美元，占整
体生物医药投资项目数量的10.1%和投资金额的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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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90-2021年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生物科技及制药公司IPO情况统计（亿美元、截止2021年8月31日）

资料来源：彭博，华西证券研究所（注释：仅统计生物科技类以及制药类的企业）。

全球β：美国证券交易所生物科技及制药公司IPO数量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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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证券交易所IPO的生物科技及制药公司IPO数量和金额，是全球医药创新的长尾客户的β

 美国证券交易所IPO融资金额和数量处于历史高位，为全球研发支出提供弹性：自2020Q2开始，在美国证券交易所IPO单季度
数量达到30-50家、金额达到60~80亿美元，处于历史以来的高点上、为美国Biotech的研发支出呈现高速增长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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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β：跨国药企研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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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全球Top 20 跨国药企营业收入（亿美元） 图：全球Top 20 跨国药企研发投入（亿美元）

资料来源：Wind，彭博，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彭博，华西证券研究所

跨国药企研发投入作为全球医药创新的主力，是全球医药创新的底层β

 目前全球跨国TOP 20药企中16家已公告中报数据，统计来看其2021年前三季度合计营业收入为5024亿美元，同比增长
15.1%，我们判断主要是新冠疫苗和相关治疗药物的销售爆发，以及自疫情下逐渐恢复。

 另外从研发投入的角度，统计15家跨国药企（相对收入，无罗氏数据）2021年前三季度合计研发投入为784亿美元，同比增
长12.9%，继续延续高速增长，维持高景气度。

TOP20公司：罗氏（未出三季报）、诺华、辉瑞、默沙东、百时美施贵宝、武田、阿斯利康（未出三季报）、安进、吉利德、礼来、拜耳（未出三季报）、诺和诺德、勃林格殷
格翰（无中报数据）、艾尔建（2020年被艾伯维收购）、安斯泰来、渤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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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β：美国FDA获批新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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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美国FDA获批新药情况、继续保持相对向上趋势 图：美国clinicaltrials上新开展的临床I期情况

资料来源：FDA，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clinicaltrials，华西证券研究所

美国获批FDA新药也能作为全球创新β的后滞指标，也能表征全球CDMO需求的指标
 美国FDA新药在近几年都呈现较高强度：2020年获批新药53个品种，其中38个小分子创新药、15个生物药。

另外2021年01-10月获批42个创新药，相对2019和2020年同期的33和42个继续保持高强度；
 另外我们观察clinicaltrials上的美国新开展临床I期的数量继续保持稳健增长、且呈现自疫情下恢复趋势，此数

据也表征IND申报数量，继续保持向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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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行业景气度指标主要跟踪：历史后验指标（A&港股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创新药IND受理情况
 国内CDE新药临床受理品种数量依然处于上升中、2020年呈现高速增长、凸显国内β：2020年有233个1类化学药和156个1类治疗

性生物制品申报临床试验，整体相对2019年同期增长72.1%，依然处于上升趋势，尤其是生物药品种上升明显。
 2021年01-10月 CDE的IND数量继续呈现高速增长：2021年01-10月有293个1类化学药、 256个1类治疗性生物制品申报临床，整

体同比增长80.0%，继续呈现高速增长。

图：CDE的IND受理情况 图：国内CDE临床申报受理情况

资料来源：米内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米内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国内β：国内IND数量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105 102
135

233
55 84

91

156

16.3%
21.5%

72.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2017 2018 2019 2020

1类化学药-国产 1类生物药-国产 yoy

101
185

29369

120

256

79.4% 8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2019.01-10 2020.01-10 2021.01-10

1类化学药-国产 1类生物药-国产 yoy

证券研究报告发送给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版权归华西证券所有，请勿转发。 p9

证券研究报告发送给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版权归华西证券所有，请勿转发。 p9



国内β：国内投融资活动继续保持高景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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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国内生物医药PEVC投资规模（亿元） 图：香港及A股Biotech企业IPO融资情况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国内生物医药PEVC投融资活动继续保持高强度&Biotech企业上市保持高强度
 国内生物医药PEVC投融资活动继续保持高强度：2018年以来国内生物医药投融资金额持续保持高强度，尤其是2020年达到历史高点667亿元。

2021年前10月，国内发生161个PEVC投融资案例、合计融资金额达到522亿元，继续延续高强度。
 Biotech企业2021年上市继续保持高强度：继2018年香港放开非盈利生物科技企业上市政策、2019年科创板允许非盈利生物科技企业上市，2020

年迎来生物科技企业融资高峰，合计融资金额达到527亿元。2021年前9月在港交所和科创板实现16家企业的IPO、合计融资金额达到275亿元，
继续保持高强度。

注释：数据源来自于wind，清理非投资国内的案例、以及仅是股东层面变动的案例
，且对缺省融资金额的案例进行缺省处理。

注释：仅统计创新药相关的生物科技企业上市企业；目前已累计上市53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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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国内存量A股制药企业研发投入增长情况（亿元） 图：A/H上市的非盈利Biotech企业研发投入（亿元）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国内β：国内研发投入呈现高景气度

11

从研发投入角度来看，国内存量制药企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另外非盈利的长尾客户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统计成规模的A股已上市公司研发投入：2020年合计研发投入为477亿元，同比增长14.2%，继续维持较快增长；另外2021Q1-3

合计研发投入为335亿元，同比增长28.5%，其中恒瑞医药、复星医药、上海医药、健康元、白云山等保持高速增长。
 已上市的Biotech企业研发投入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统计42家已公布财务数据的A/H Biotech企业，2021年上半年合计研发投入

172亿元，同比增长40.7%，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若扣除百济神州的扰动影响，41家Biotech合计研发投入为129亿元，同比增
长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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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H股CXO公司营业收入继续呈现高速增长（亿元）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13

CXO行业基本情况复盘：Q3继续维持高速增长
在汇率升值的影响下，国内CXO行业2021年三季报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统计13家A+H CXO公司（不考虑药明生物、维亚生物以及九洲药业和普洛股份）合计实现营业收入353.5亿元，同比增
长41.2%，继续延续超高速增长。

 单季度来看，合计9家CXO公司（暂不考虑睿智生物、诺泰生物、皓元医药、阳光诺和）Q1/Q2/Q3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94.3/112.6/122.5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3.7%/38.4%/37.4%。

注释：9家公司为药明康德、泰格医药、康龙化成、凯莱英、博腾股份、昭衍新药、美迪西、药石科技、成都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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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H股CXO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继续呈现高速增长（亿元）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14

CXO行业基本情况复盘：Q3继续维持高速增长
核心CXO公司三季报继续呈现高速增长，基本符合市场预期：

 整体回顾核心CXO个股三季报，我们认为基本都符合预期：一体化龙头药明康德、康龙化成均继续呈现高速增长，另外
CDMO个股凯莱英、博腾股份、九洲药业、普洛药业CDMO业务均呈现高速增长；临床CRO 泰格医药业绩略超预期，
以及昭衍新药、美迪西、阳光诺和等业绩均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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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核心CXO公司市值（亿元）&市盈率(TTM,整体法)（20201105）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注释：本文结合药明康德、药明生物、泰格医药、康龙化成、凯莱英、博腾股份、九洲药业、美迪西、昭衍新药、
药石科技、成都先导、普洛药业、睿智医药、阳光诺和、皓元医药、方达控股、金斯瑞生物科技等公司，合成的指数的市盈率(TTM,整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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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CXO行业自2018年集采落地后、悲观情绪逐渐反转、且优秀公司逐渐上市和业绩持续超预期，驱动整体CXO估值水平呈现上
升趋势。

近期CXO估值水平已有一定幅度的系统调整，逐渐进入相对合理的估值水平：近期受到美国Q3投融资数据边际变化以及CXO

个股三季报业绩波动等因素影响，目前CXO指数已有一定程度的调整，已逐渐进入相对合理的估值水平。

2020年报业绩预告
超预期

2020年医保谈判结
果公布

美国新冠疫情爆发
，美国股市暴跌和
投融资预期担忧

美国股市反弹

医药行业整体性呈
现调整

CXO估值进
入合理阶段

2018年集采落地后
，悲观情绪逐渐落
地

CXO行业基本情况复盘：短期调整中、逐渐进入相对合理估值水平

美国Q3投融资数据
边际变差

三季报基本
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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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MO业务：2020年以来资本开支呈现明显加速趋势

图：CDMO业务或公司固定资产规模（亿元） 图：核心CXO公司资本开支变化情况（亿元）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药明康德指合全药业）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重点公司CDMO业务固定资产规模均呈现快速增长，且单位固定资产产值呈现提升过程中：2018-2020年药
明康德的CDMO业务、药明生物、凯莱英固定资产原值规模均呈现高速增长中，且考虑到产品升级、技术平
台进步以及规模效应下，其单位固定资产产值也呈现逐渐提升中；

 核心CXO公司2020年以来呈现明显加速：2020年以来，药明康德、康龙化成、凯莱英、博腾股份等公司资
本开支呈现明显加速的趋势。展望未来3年，受益于全球产业链“转移”和国内行业的高景气度，我们判断
未来资本开支将继续呈现高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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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MO业务复盘：国内继续呈现高景气度

图：国内核心CXO公司CDMO业务及其增速（亿元） 图：海外CXO公司CDMO业务增长情况（亿美元）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注释：Q3仅统计药明康德、凯
莱英、博腾股份、康龙化成、药石科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国内CDMO公司继续呈现高速增长、且景气度有上行趋势：核心公司CDMO业务2021年三季报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27亿元，
同比增长43.9%，呈现超高速增长，其中药明康德、凯莱英、博腾股份、康龙化成继续呈现高速增长。展望2022年，伴随覆
盖管线数量的增长以及产能投产的加速，国内核心CDMO供应商有望持续受益、业绩呈现加速趋势。

 海外CDMO业务呈现快速增长，显著受益于新冠业务的增厚：3家海外CDMO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合计实现营业收入46.5亿
美元，同比增长30.8%，核心供应商受益于新冠相关产品的增厚继续呈现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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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MO业务：高速增长的管线数量奠定未来业绩高增长确定性

18

 核心CXO公司CDMO业务均保持高速增长：Q3单季度，核心CDMO

公司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其中药明康德、凯莱英、博腾股份、康龙
化成分别同比增长31.5%/42.3%/37.5%/42.5%。

 核心CDMO公司管线数量继续呈现高速增长：CDMO企业服务的管
线数量在过去3年中均呈现高速增长，例如药明康德、博腾股份2021

年三季度末的管线数量分别同比增长35.9%和42.1%，继续呈现高速
增长的趋势。

图：2021年H1核心CDMO公司营业收入情况（亿元）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表：核心CDMO公司管线数量继续呈现高速增长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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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亿元） yoy

2018 2019 2020 2021H1 2021Q3

合全药业
临床前及临床 I 期阶段 528 756 956 1113 1229

临床 II 期阶段 109 177 217 220 235

临床 III 期阶段 40 40 45 48 47

商业化项目 16 21 28 32 37

合计 693 994 1246 1413 1548

凯莱英
临床阶段I/II期 142 152 199 115

III期 24 39 42 36

商业化阶段 27 30 32 28

合计 193 221 273 179

博腾股份
临床二期及以前 155 187 224 158 213

临床III期 28 34 41 29 36

新药申请及上市 84 87 94 69 95

合计 267 308 359 256 344

九洲药业
I/II期 270 330 438 471

III期 35 37 40 41

商业化 11 11 16 18

合计 316 378 494 530

康龙化成
临床前研究 283 485 487 467

临床I/II期 70 74 202 197

临床III期 11 9 47 27

商业化 3 4

合计 364 568 739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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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业务复盘：国内实验室业务继续维持高景气度

图：药明康德&康龙化成实验室业务规模及其增速（亿元） 图：昭衍新药&美迪西实验室业务规模及其增速（亿元）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药明康德&康龙化成实验室业务继续保持高强度增长，表征全球产业链转移下国内实验室业务继续保持高速
增长：药明康德、康龙化成2021年前三季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89.3亿元和33.0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7.5%和
42.3%，延续高速增长的趋势。

 昭衍新药&美迪西继续呈现高速增长，表征国内临床前CRO需求继续呈现高β中：昭衍新药、美迪西2021年前
三季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8.6亿元和7.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5.7%和81.6%，另外考虑到昭衍新药前三季度新签
订单同比增长超70%，继续表征国内临床CRO需求继续呈现高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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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业务复盘：国内实验室业务继续维持高景气度

图：国内核心CXO公司实验室业务及其增速（亿元） 图：海外CXO公司实验室业务增长情况（亿美元）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国内CXO公司实验室业务继续呈现高速增长、维持高景气度：核心CXO公司实验室业务2021年三季报合计实
现营业收入141亿元，同比增长41.0%，呈现超高速增长，其中药明康德实验室业务实现营业收入89.3亿元，
同比增长37.5%。展望2022年，海外创新药产业链持续转移以及叠加国内的高景气度，我们判断未来3年将持
续呈现快速增长。

 海外实验室业务呈现快速增长：查尔斯河的实验室业务（安评及药物发现等）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5.7亿元，同比增长17.2%，伴随着新冠影响逐渐消除，公司药物发现和安评业务逐渐恢复强劲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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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CRO业务复盘：疫情下恢复明显

图：国内CXO公司临床CRO业务及其增速（亿元） 图：海外CXO公司临床CRO业务营业收入及增长情况（亿美元）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注释：2021年前三季度数据包
括泰格医药所有收入，未进行进一步拆分）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PRA被ICON收购，EPS无三季报）

 国内CXO公司临床CRO业务继续呈现高速增长、疫情下恢复趋势明显：核心CXO公司临床CRO业务2021年三季报合计实现营
业收入50.0亿元，同比增长45.2%，呈现超高速增长，其泰格医药实现营业收入31.3亿元，同比增长41.5%。展望2022年，疫情
下临床CRO业务持续恢复、且伴随国内创新逐渐传导到临床CRO业务，我们判断未来3年临床CRO业务将持续呈现快速增长、
且景气度有向上的趋势。

 海外临床CRO业务疫情下恢复明显、呈现高速增长：6家主流临床CRO公司合计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73.96亿美元，同
比增长42.8%，其中昆泰、科文斯、Syneos、PPD、ICON Q3单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为32.4%/17.5%/20.6%/26.0%/165.9%，疫
情下呈现显著恢复。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Q1-3

昆泰 COVANCE PPD（赛默飞收购）
Syneos PRA（ICON收购） ICON

Medpace EPS yoy

9.7 
11.7 

18.2 

27.3 

36.8 

42.4 

50.0 

20.4%

55.1%

50.4%

34.7%

15.4%

45.2%

0%

10%

20%

30%

40%

50%

60%

0

10

20

30

40

50

6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Q1-3

临床CRO业务收入（亿元） yoy（%）

证券研究报告发送给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版权归华西证券所有，请勿转发。 p21

证券研究报告发送给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版权归华西证券所有，请勿转发。 p21



目录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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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结论：CXO行业继续维持高景气度，中长期继续战略性推荐

 考虑到全球研发依然处于高景气度且向中国转移趋势不变，以及叠加国内研发高β爆发中，维持前期对国内CXO高景气度的判断。
 全球（以跟踪美国指标为例）行业跟踪指标依然处于景气度高点：跟踪前置指标（美国PEVC投融资情况及IPO情况），合计单季度融资金

额在150亿美元（其中PEVC 70-110亿美元、IPO 60-80亿美元），依然处于历史高位；另外我们跟踪跨国药企研发投入及美国FDA获批新
药情况，均保持高强度。

 国内行业跟踪指标向上趋势不变：国内创新药IND受理品种数量，自2020年以来持续保持高速增长，表征国内的创新依然处于初期；另外
国内PEVC投融资规模、IPO上市融资情况、以及大药企及Biotech企业的研发投入继续处于高景气度中，

 在汇率升值的影响下，国内CXO行业2021年三季报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统计13家A+H CXO公司（不考虑药明生物、维亚生物以及九洲药业和普
洛股份）合计实现营业收入353.5亿元，同比增长41.2%，继续延续超高速增长。单季度来看，合计9家CXO公司（暂不考虑睿智生物、诺泰生物
、皓元医药、阳光诺和）Q1/Q2/Q3分别实现营业收入94.3/112.6/122.5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3.7%/38.4%/37.4%。
 国内CDMO公司继续呈现高速增长、且景气度有上行趋势：核心公司CDMO业务2021年三季报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27亿元，同比增长

43.9%，呈现超高速增长，其中药明康德、凯莱英、博腾股份、康龙化成继续呈现高速增长。展望2022年，伴随覆盖管线数量的增长以及
产能投产的加速，国内核心CDMO供应商有望持续受益、业绩呈现加速趋势。

 国内CXO公司实验室业务继续呈现高速增长、维持高景气度：核心CXO公司实验室业务2021年三季报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41亿元，同比增
长41.0%，呈现超高速增长，其中药明康德实验室业务实现营业收入89.3亿元，同比增长37.5%。其中昭衍新药、美迪西2021年前三季度分
别实现营业收入8.6亿元和7.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5.7%和81.6%，另外考虑到昭衍新药前三季度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70%，继续表征国内
临床CRO需求继续呈现高β。展望2022年，海外创新药产业链持续转移以及叠加国内的高景气度，我们判断未来3年将持续呈现快速增长。

 国内CXO公司临床CRO业务继续呈现高速增长、疫情下恢复趋势明显：核心CXO公司临床CRO业务2021年三季报合计实现营业收入50.0

亿元，同比增长45.2%，呈现超高速增长，其泰格医药实现营业收入31.3亿元，同比增长41.5%。展望2022年，疫情下临床CRO业务持续恢
复、且伴随国内创新逐渐传导到临床CRO业务，我们判断未来3年临床CRO业务将持续呈现快速增长、且景气度有向上的趋势。

 投资建议：投资策略上，CXO全产业链战略性看好，继续推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CDMO、药物发现及临床前研究CRO和临床CRO的
细分市场龙头，以及受益于行业高景气度的小而美的公司，持续推荐博腾股份、美迪西、药明康德、九洲药业、昭衍新药、凯莱英、康龙化成
、诺泰生物、维亚生物等。

 风险提示：新冠疫情进展具有不确定性；相关公司海外并购及业务拓展具有不确定性；核心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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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创新药研发行业景气度下降；

 新冠疫情进展具有不确定性；

 相关公司海外并购及业务拓展具有不确定性；

 核心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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