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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股票  
2021A 2022E 2023E 

评级  
EPS（元）  PE（倍）  EPS（元）  PE（倍） EPS（元）  PE（倍）  

 

迈瑞医疗 6.58 46.76 8.05 38.22 9.76 31.53 买入 

爱博医疗 1.63 130.01 2.34 90.56 3.31 64.02 买入 

惠泰医疗 3.12 89.29 4.46 62.46 6.33 44.01 增持 

南微医学 2.43 34.88 2.2 38.53 2.99 28.35 增持 

我武生物 0.65 78.23 0.81 62.78 1.03 49.37 增持 

诺唯赞 1.7 35.64 2.34 25.89 2.45 24.73 增持 

澳华内镜 0.43 144.40 0.43 144.40 0.7 88.70 增持 

开立医疗 0.62 78.29 0.76 63.87 0.98 49.53 增持 

海泰新光 1.35 77.72 1.95 53.81 2.59 40.51 增持 
 

资料来源：iFinD，财信证券 

 

投资要点： 

 行情回顾：上周医药生物（申万）板块涨幅为 0.53%，在申万 28 个一

级行业中排名第 5 位，医疗器械（申万）板块跌幅为-3.47%，在 6 个

申万医药二级子行业中排名最末。截止 2022 年 12 月 19 日，医疗器械

板块 PE均值为 18.13 倍，在医药生物 6 个二级行业中排名最末，相对

申万医药生物行业的平均估值折价 26.33%，相较于沪深 300、全部 A

股溢价 78.65%、40.24%。  

 全球疫情整体稳定，国内疫情处于爬升阶段。截至 2022 年 12 月 16

日，全球报告的确诊病例累计超 6.5 亿例，累计死亡病例超 664 万例，

美洲、非洲、东地中海地区新发病例较前有所增加，日本、美国、韩

国、法国、巴西本周新增病例均同比增加；目前，全球范围内 BA.5

仍是主要流行毒株，全球占比 73.6%；12 月 18 日全国新增本土新冠确

诊病例 16647 例(确诊病例 1918 例，无症状感染者 14729 例)，各地累

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345749.1 万剂次，七日移动平均每日新增接

种剂次 123.26 剂次，疫情处于爬坡阶段，国内新冠疫苗接种继续推进。 

 电生理集采温和落地，国产厂家中标情况良好。本次集采分为组套采

购模式、单件采购模式、配套采购模式，限定最高有效申报价。在单

件采购模式申报企业 2 家及以上竞价单元中，微电生理、惠泰医疗（含

埃普特）和乐普医疗分别获得了 14、12、4 个拟中选资格；在单件采

购模式独家报名竞价单元及配套采购模式中，微电生理获得 5 个拟中

选资格。总体而言，组套采购组全为进口产品，国产中标产品集中于

单件采购中，中标率较高。目前中国电生理器械市场国产化率不足

10%，仍由进口厂商主导市场，国产头部厂家可依托集采快速放量，

提升市占率，建议关注微电生理、惠泰医疗等相关企业。 

 投资建议：国内防疫重心逐渐从防控感染转到医疗救治，各省市纷纷

加速 ICU、发热门诊建设，叠加既往因疫情压制的医疗需求回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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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手术量（如因疫情后延的择期手术）有望迎来回弹，院外消费医疗

也将持续回温。院内需求方面，我们看好与可择期进行的诊疗活动相

关的、具备自主创新能力的医疗器械研发平台化厂家，如南微医学、

迈瑞医疗、惠泰医疗、开立医疗、澳华内镜、海泰新光等；院外需求

方面，在全民健康意识增强、人均收入持续增多背景下，我们关注疫

情后期消费产品的需求复苏，建议关注受益于集采和国产替代的眼科

器械创新型企业爱博医疗、产品竞争格局较好的脱敏治疗龙头我武生

物等。 

 风险提示：海内外疫情加剧，集采政策变化，政策力度不及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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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情回顾 

近一周（统计期间为 2022 年 12 月 12 日-2022 年 12 月 18 日），医药生物（申万）板

块涨幅为 0.53%，在申万 32 个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5 位，分别跑赢沪深 300、上证指数、

深证成指、创业板指 2.01、1.75、2.33、2.47 百分点；医疗器械（申万）板块跌幅为-3.47%，

在 6 个申万医药二级子行业中排名最末，跑输医药生物（申万）4.00 百分点，跑输沪深

300 指数 1.99 百分点。 

图 1：近一周申万一级子行业涨跌幅（%） 

 

资料来源：同花顺，财信证券 

 

图 2：近一周医药申万二级子行业涨跌幅（%）  

 

资料来源：同花顺，财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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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周，医疗器械行业涨幅排名靠前的个股有安必平（15.73%）、康泰医学（15.13%）、

南卫股份（12.20%）、爱朋医疗（9.41%）、博晖创新（5.69%）；跌幅排名靠前的个股有热景

生物（-16.84%）、亚辉龙（-13.70%）、万孚生物（-12.56%）、奥泰生物（-10.94%）、东方生

物（-10.28%）。  

表 1：近一周医疗器械板块涨跌幅靠前公司 

代码  名称  涨幅（%）  代码  名称  跌幅（%）  

688393.SH 安必平 15.73 688068.SH 热景生物 -16.84 

300869.SZ 康泰医学  15.13 688575.SH 亚辉龙  -13.70 

603880.SH 南卫股份  12.20 300482.SZ 万孚生物 -12.56 

300753.SZ 爱朋医疗  9.41 688606.SH 奥泰生物 -10.94 

300318.SZ 博晖创新  5.69 688298.SH 东方生物 -10.28 

603387.SH 基蛋生物  5.64 300030.SZ 阳普医疗 -10.16 

688656.SH 浩欧博 3.65 688198.SH 佰仁医疗 -9.93 

688366.SH 昊海生科  3.29 300396.SZ 迪瑞医疗 -9.85 

002932.SZ 明德生物  2.84 300298.SZ 三诺生物 -8.88 

300246.SZ 宝莱特 2.08 605369.SH 拱东医疗 -7.77 

资料来源：同花顺，财信证券 

截止 2022 年 12 月 19 日，医疗器械板块 PE（TTM，整体法，剔除负值，下同）均

值为 18.13 倍，在医药生物 6 个二级行业中排名最末，申万医药生物板块 PE为 24.61 倍；

医疗器械板块相对申万医药生物行业的平均估值折价 26.33%，相较于沪深 300、全部 A

股溢价 78.65%、40.24%。 

图 3：近一周医药生物子行业估值情况 

 

资料来源：同花顺，财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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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医疗器械、医药生物、沪深 300 历年估值   图 5：医疗器械对沪深 300、医药生物的溢价率 

 

 

 

资料来源：同花顺，财信证券  资料来源：同花顺，财信证券 

 

2 新冠疫情数据跟踪 

截至 2022 年 12 月 16 日，全球报告的确诊病例累计超 6.5 亿例，累计死亡病例超 664

万例，全球单日新增新冠病例 807865 例（以下数据均截至 12 月 16 日），维持稳定趋势

（图 6）；分地区看，欧洲、东南亚、西太平洋每日新增病例及死亡病例数均稳定，但美

洲、非洲、东地中海地区新发病例较前有所增加；日本、美国、韩国、法国、巴西本周

新增病例均同比增加。（需注意的是部分国家逐步改变新冠检测策略，导致检测总人数下

降，从而检测到的病例数下降。） 

图 6：全球新冠新增病例和累计确诊病例数（截至 12 月 16 日） 

 

资料来源：WHO，同花顺，财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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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欧洲新增病例和累计确诊病例数（至 12 月 16 日）  图 8：地中海新增病例和累计确诊病例（至 12 月 16 日） 

 

 

 

资料来源：WHO，同花顺，财信证券  资料来源：WHO，同花顺，财信证券 

 

图 9：非洲新增病例和累计确诊病例（截至 12 月 16 日）  图 10：美洲新增病例和累计确诊病例（截至 12 月 16 日） 

 

 

 

资料来源：WHO，同花顺，财信证券  资料来源：WHO，同花顺，财信证券 

 

图 11：东南亚新增病例和累计确诊病例（至 12 月 16 日）  图 12：西太平洋新增及累计确诊病例（截至 12 月 16 日） 

 

 

 

资料来源：WHO，同花顺，财信证券  资料来源：WHO，同花顺，财信证券 

BA.5 及其后代谱系继续在全球占主导地位，全球流行率升为 73.6%。BA.2 系列毒株

流行率稳定在 10.4%；当前 BA.2.75 和 XBB 主要存在于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区域的国家，

且流行率呈上升趋势；BA.2.75 和 XBB 则在多个国家共流通。目前，BQ.1 和 BA.5+5 突

变株已经出现，患病率逐渐上升，并迅速传播到许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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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不同新冠病毒毒株流行率示意图（截至 12 月 12 日） 

 

资料来源：WHO，财信证券 

 

国内疫情处于爬坡阶段。12 月 18 日全国新增本土新冠确诊病例 16647 例(确诊病例

1918 例，无症状感染者 14729 例)，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345749.1 万剂次，

七日移动平均每日新增接种剂次 123.26 剂次。疫情处于爬坡阶段，国内新冠疫苗接种继

续推进。 

图 14：国内新冠病例数（截至 12 月 17 日）    图 15：国内新冠疫苗接种情况（截至 12 月 17 日）  

 

 

 

资料来源：同花顺，财信证券  资料来源：同花顺，财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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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周观点：27 省电生理耗材集采落地，国产厂家中标良好  

12 月 15 日，福建省药械联合采购中心公示 27 省电生理耗材联盟集采拟中选企业名

单（未公开中选价格），共 16 家企业获得拟中选资格，微创、波科、雅培、强生、心诺

普等公司名列其中。 

本次集采分为 3 种采购模式：组套采购模式、单件采购模式、配套采购模式，限定

最高有效申报价。在单件采购模式申报企业 2 家及以上竞价单元中，微电生理、惠泰医

疗（含埃普特）和乐普医疗分别获得了 14、12、4 个拟中选资格；在单件采购模式独家

报名竞价单元及配套采购模式中，微电生理获得 5 个拟中选资格。总体而言，组套采购

组全为进口产品，国产中标产品集中于单件采购中，中标率较高。目前中国电生理器械

市场国产化率不足 10%，仍由进口厂商主导市场，国产头部厂家可依托集采快速放量，

提升市占率，建议关注微电生理、惠泰医疗等相关企业。 

国内防疫重心逐渐从防控感染转到医疗救治，各省市纷纷加速 ICU、发热门诊建设，

叠加既往因疫情压制的医疗需求回升，院内手术量（如因疫情后延的择期手术）有望迎

来回弹，院外消费医疗也将持续回温。院内需求方面，我们看好与可择期进行的诊疗活

动相关的、具备自主创新能力的医疗器械研发平台化厂家，如南微医学、迈瑞医疗、惠

泰医疗、开立医疗、澳华内镜、海泰新光等；院外需求方面，在全民健康意识增强、人

均收入持续增多背景下，我们关注疫情后期消费产品的需求复苏，建议关注受益于集采

和国产替代的眼科器械创新型企业爱博医疗、产品竞争格局较好的脱敏治疗龙头我武生

物等。 

风险提示：海内外疫情加剧，集采政策变化，政策力度不及预期等。 

4 重点行业及公司动态 

1.卫健委出台《依托县域医共体提升农村地区新冠肺炎医疗保障能力工作方案》 

12 月 11 日，国家卫健委下发通知，出台《依托县域医共体提升农村地区新冠肺炎医

疗保障能力工作方案》。 

该方案旨在加强新冠肺炎医疗服务能力的建设，发挥县域医共体牵头的县级医院（包

括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在农村地区医疗服务体系中的龙头作用，指导乡镇卫生院

和村卫生室做好对辖区内老年人合并基础疾病等特殊人员实施健康监测，形成县、乡、

村三级联动的医疗服务体系。 

2.安图生物、为正生物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获批上市 

12 月 12 日，国家药监局官网显示，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和厦门为正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又获得了国家药监局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注册证书。截至当日，已



 

此报告仅供内部客户参考                              -10-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行业研究报告  

有 42 款抗原检测产品获批上市（胶体金法 30 个，乳胶法 9 个，荧光免疫层析法 3 个）。 

3.福建药械联合采购中心发布《腔镜切割吻/缝合器类医用耗材省际联盟集中带量采

购公告（第 11 号）》和《心脏介入电生理类医用耗材省际联盟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 11

号）》 

12 月 14 日，福建省药械联合采购中心发布《腔镜切割吻/缝合器类医用耗材省际联

盟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 11 号）》和《心脏介入电生理类医用耗材省际联盟集中带量采

购公告（第 11 号）》。对腔镜切割吻/缝合器类医用耗材以及心脏介入电生理组套及单件采

购模式（申报企业 2 家及以上竞价单元）省际联盟集中带量采购拟中选结果进行公示。

腔镜切割吻/缝合器类耗材拟中选企业包括强生、柯惠、逸思、迈柯唯等。腔镜切割吻/

缝合器类耗材首年协议采购量于 2023 年 2 月起执行，具体执行日期由联盟各地区确定。

心脏介入电生理耗材拟中选企业包括雅培、强生、美敦力、波士顿科学等跨国械企，以

及微创电生理、惠泰医疗、乐普等国内企业。首年协议采购量于 2023 年 4 月起执行，具

体执行日期由联盟各地区确定 

4.卫健委印发《关于印发加强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健康服务工作方案的通

知》 

12 月 16 日，国家卫健委印发《关于印发加强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健康服务

工作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乡镇卫生院发热诊室设置、提供对症治疗药物和

抗原检测再次被提及，乡镇市场将在城市之后迎来下一波新冠疫情用药及抗原需求。 

《通知》显示，乡镇卫生院加快提升新冠肺炎患者接诊能力。乡镇卫生院发热诊室

设置原则上应实现全覆盖，要“应设尽设”“应开尽开”。 

5.河北省医保局发布《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对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文件公开征

求意见的通告》 

12 月 16 日，河北省医保局发布《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对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文

件公开征求意见的通告》。河北省医保局将牵头开展三明联盟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此

次集采品种一共为 19 类，具体品类包括：可吸收性血管结扎夹、一次性活检针、一次性

使用输尿管导引鞘、血管鞘、免打结缝合线、房间隔缺损封堵器、造影导管、Y 接头、

角膜塑形用硬性透气接触镜（夜戴型）、人工骨填充材料、一次性使用无菌外周血管内药

物涂层球囊、颅内支架（动脉瘤辅助）、动脉瘤夹、心脏固定器（稳定器）、一次性使用

温度传感、一次性使用血氧饱和度传感器、泌尿取石网篮、一次性使用高压造影注射器

及附件、一次性压力延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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