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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健康行业政策周报： 

2022 年 5 月 23 日-5 月 29 日 
 
行业点评 

◼ 5 月 24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国家二级公立医院绩效考
核操作手册（2022 版）的通知。从基药考核指标来看，与三级公立医院的
考核类似，二级公立医院的绩效标准增加了基药方面的指标，作为风向标提
醒各药企进行提前布局；操作手册的更新对于二级医院医疗系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医疗 IT 需求持续上升。 

◼ 5 月 25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2 年重点工作任
务》（以下简称《任务》），明确了 2022 年深化医改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工
作安排。《任务》中提出开展医疗、医保、医药三者联动共同促进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试点，中医药行业将迎来更广阔的市场；强调推进医保支付方式
改革，进一步释放我国医疗信息化行业的市场潜力；明确支持社会化办医健
康规范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提升疾病预防控制能力，持续强
化基层诊疗水平；持续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基层医疗机构有望产生新需求；
国家持续推进基层慢病管理工作，有望为 POCT 行业带来新一轮的增长空
间；新冠疫情防控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医防协同增强公共卫生服务能
力。 

◼ 5 月 27 日，为进一步加强医疗质量管理，规范临床诊疗行为，促进医疗服
务的标准化、同质化，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制定了超声诊断、康复医学、临
床营养、麻醉及消化内镜诊疗技术 5 个专业医疗质量控制指标。以消化内镜
诊疗技术为例，制定专业医疗质量控制指标，有利于行业进一步的规范，促
进行业健康发展；康复医疗行业正处于发展早期，质控指标的制定有利于行
业快速、规范发展；临床营养科的建设在政策鼓励下不断推进，覆盖率进一
步提升，相关产业链迎来新机遇。 

◼ 5 月 27 日，广东省药品交易中心发布关于公示广东联盟双氯芬酸等药品集
中带量采购（第二批）拟中选/备选结果的通知。血制品整体中选价变化温
和，白蛋白和静丙价格基本稳定。根据此前广东双氯芬酸等药品集中带量采
购线上培训会披露，预计后续联盟集采工作流程为分量、确认采购量和公布
执行。后续随着广东集采结果正式执行，血液制品行业政策预期逐步明朗，
有望带动板块估值修复。 

 

投资建议  

◼ 建议关注医疗器械、医疗设备、医疗信息化、中医药、疫苗、POCT、血制
品等相关行业。 

风险提示  

◼ 集采范围扩大风险，集采降价超预期风险，集采中标后产品供应不及预期风
险，疫情不确定性风险，其他政策及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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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国家二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操作手册（2022 版）的通知》 

 5 月 24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国家二级公立医院绩效考
核操作手册（2022 版）的通知。 

 从基药考核指标来看，与三级公立医院的考核类似，二级公立医院的绩效
标准增加了基药方面的指标，作为风向标提醒各药企进行提前布局。在本
版的指标 7 中，手册增设了对于基本药物采购品种数占比、门诊患者基本
药物处方使用占比以及住院患者基本药物使用占比的考核范围。结合各级
医院逐步形成的“1+X”用药模式（“1”为国家基本药物目录、“X”为非
基本药物），基药的主导地位愈发牢固，基药目录有望迎来扩容。 

 操作手册的更新对于二级医院医疗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疗 IT 需求持
续上升。一直以来，二级医院的绩效考核工作进展并不顺利，这是因为大
多数二级医院的信息化基础不足，导致了数据录入和处理等各环节无法满
足标准的问题。随着操作手册的更新，指标说明不断丰富，一方面能够帮
助医院工作人员正确理解指标内涵，另一方面也对数据的汇总、校验、上
传，甚至是数据之间的内在校验逻辑提出了更高要求，许多二级医院为了
提高数据质量，需要更新、置换医疗 IT 系统，这将激发医疗 IT 市场的新
活力。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2 年重点工作任务》 

 5 月 25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2 年重点工作
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明确了 2022 年深化医改总体要求、重点任务
和工作安排。 

 《任务》中提出开展医疗、医保、医药三者联动共同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试点，中医药行业将迎来更广阔的市场。《任务》中具体政策包括选择
部分地区开展医保支持中医药发展试点，推动中医特色优势病种按病种付
费，推进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建设和重大疑难疾病中西医临床协作试
点项目。中医药在此次抗击疫情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家也不断推
行各类政策，将中医药的发展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中成药和中药饮片等产
品或将逐步且更大范围的纳入医保报销范围之中，将有助于相关产品快速
放量。目前中药的主力品种市场份额有明显提升的趋势，各大药企也在产
业链上布局中药研发、生产，充分挖掘中药的潜在价值，中药市场前景开
阔。此外，根据 2021 年湖北及 2022 年广东等省级联盟采购来看，中成药
降价幅度较化药更为温和，相关风险较低。 

 强调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进一步释放我国医疗信息化行业的市场潜力。
我国医疗信息化的建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技术的升级与需求的驱动下，
内涵与外延不断强化，服务范围也不断拓展。“千县工程”、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等建设，以及持续推行的 DRG/DIP 医保付费改革工作，都离不开医疗
信息化行业的支持，医疗信息化行业将持续面临巨大的市场需求。 

 明确支持社会化办医健康规范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任务》
中强调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持续推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明确
要求 “支持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支持社会办医疗机构牵头组建或
参加医疗联合体”。社会办医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加
医疗机构资源有效供给、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健康服务需求的重要力量，
政策的支持为社会办医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促进非公立医疗机构持续稳健
发展。  

 提升疾病预防控制能力，持续强化基层诊疗水平。《任务》提出，未来将推
进实施癌症、脑卒中、心血管病、慢阻肺等重大慢性病高危筛查干预项目。
推进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三高”共管试点，完善慢性病健康管理适
宜技术和服务模式，推进基层慢性病医防融合管理。据《2021IDF 全球糖
尿病地图（第 10 版）》显示，中国糖尿病患者达 1.41 亿人，但自我血糖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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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在我国糖尿病患者中普及率仍处于较低水平。随着国家政策推动及居民
意识提升，血糖监测市场规模有望持续扩增，家用医疗产品的需求进一步
增加，行业发展景气度或将不断提高。 

 持续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基层医疗机构有望产生新需求。加强基层医疗机
构和家庭医生（团队）健康管理服务，推广长期处方服务并完善相关医保
支付政策。有序扩大家庭医生队伍来源渠道，创新服务方式。优化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提升服务质量。基层医疗机构未来将迎来新的建设标准，
有望带动重点科室及基层医疗水平建设，带来院内诊疗设备及耗材的增量
需求。 

 国家持续推进基层慢病管理工作，有望为 POCT 行业带来新一轮的增长空
间。POCT 无需专人采集、传送和检测样本，实现了流程的简化，能够短
时间内快速及时反馈检测信息，在慢性疾病的管理方面具有优势，是基层
医疗机构配备的重要选择。 

 新冠疫情防控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医防协同增强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任务》明确，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
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疫情防控过程中，新冠核酸检测在多地实现常
态化，同时抗原检测作为补充助力防控，对新冠检测相关的需求或具备一
定持续性。疫苗、检测等领域有望伴随新冠疫情防控迎来阶段性机会，推
动行业整体发展。 

 

《印发超声诊断等 5 个专业医疗质量控制指标（2022 年版）的通知》 

 5 月 27 日，为进一步加强医疗质量管理，规范临床诊疗行为，促进医疗服
务的标准化、同质化，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制定了超声诊断、康复医学、
临床营养、麻醉及消化内镜诊疗技术 5 个专业医疗质量控制指标。 

 以消化内镜诊疗技术为例，制定专业医疗质量控制指标，有利于行业进一
步的规范，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指标通过对医疗设备质量进行量化，能够
区分出不同产品的质量，促进行业进一步向龙头集中。以消化内镜为例，
国产医疗器械由于在成像的稳定和清晰程度上与国际上的巨头有不小差距，
目前市场上的软镜基本由进口产品覆盖。目前，随着我国人口健康意识的
不断提高，胃镜和肠镜的检查渗透率逐步提升，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15%以
上，同时国产厂商正在不断突破技术壁垒，未来市场前景广阔。 

 康复医疗行业正处于发展早期，质控指标的制定有利于行业快速、规范发
展。从需求侧看，目前我国医疗消费的需求不断升级，呈现出多元化的趋
势，再加上不断加重的老龄化问题，康复医疗面临快速上涨的需求，市场
潜力巨大。从供给侧看，我国康复医疗行业正处于发展早期，呈现出供不
应求的局面，供给存在巨大缺口。2020 年我国专科康复医院的数量只有
739 家，占总体专科医院的 8.2%，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再加上产业链上
游康复医疗器械的不断规范，行业将迎来快速发展。 

 临床营养科的建设在政策鼓励下不断推进，覆盖率进一步提升，相关产业
链迎来新机遇。营养治疗在疾病的防治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
般是作为辅助诊断及辅助治疗使用，能够提高患者耐受手术的能力，同时
减少并发症，进而促进疾病的康复。目前，我国对于临床营养科的重视不
断增加，相关政策不断出台。3 月 25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起草了《临
床营养科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鼓励加强临床营养科的建设。本次的
专业医疗质量控制指标更是量化了临床营养科的治疗质量，有助于评估治
疗效果，明确提高方向。同时，对于营养治疗衍生的各种产业链，例如肠
内外制剂配方产品等特医食品市场，其需求将不断向治疗效果良好的产品
集中。 

 

广东联盟集采报价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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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7 日，广东省药品交易中心发布关于公示广东联盟双氯芬酸等药品集
中带量采购（第二批）拟中选/备选结果的通知。  

 血制品整体中选价变化温和，白蛋白和静丙价格基本稳定。我们预计整体
价格变动相对温和主要由于血制品行业的稀缺资源属性。血液制品公立医
疗机构报量占比行业批签发量相对较小，行业竞争格局预计较为稳定。 

 政策不确定性逐步消除，板块估值有望迎来修复。根据此前广东双氯芬酸
等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线上培训会披露，预计后续联盟集采工作流程为分量、
确认采购量和公布执行。后续随着广东集采结果正式执行，血液制品行业
政策预期逐步明朗，有望带动板块估值修复。 

 

投资建议  

 建议关注医疗器械、医疗设备、医疗信息化、中医药、疫苗、POCT、血
制品等相关行业。 

 

风险提示  

 集采范围扩大风险。根据过去几轮集采情况，预期国家集采每年两次，每
次涉及 50-60 个品种，但实际集采轮次和集采品种存在超出预期的风险。
省级集采也存在探索更多品种、集采范围超出预期风险。  

 集采降价超预期风险。集采目前抑制沿用低价中标政策，在过评企业较多
的品种中价格竞争激烈，前几轮集采存在部分品种集采价格降幅超过 90%
的情况，未来集采也存在降价超预期风险。  

 集采中标后产品供应不及预期风险。部分集采中标企业在集采前对相应品
种的生产规模不及集采约定采购量规模，存在供应不及预期风险。部分品
种集采价格空间低，如果遇到原料药价格上涨等成本波动因素，存在供应
不及预期风险。 

  疫情不确定性风险。世界各地已出现多种新冠变体，变异病毒传播速度更
快，更具传染性，已研发疫苗的有效性不可持续。 

 其他政策及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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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变动幅度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下跌幅度在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变动幅度相对大盘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下跌幅度超过大盘在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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