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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行业2023年年报及2024年一季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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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回顾：

• 2023年全年：中药子行业A股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总额3583亿元，同比+6.1%，疫情放开带来用药需求的增长，收入平稳增长；归母净利润总额363亿元，

同比增长26.8%，利润端增速明显优于收入端，主要系毛利率的提升及销售费用率、财务费用率的降低带来净利率的提升。

• 2024年一季度：中药子行业A股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总额972亿元，同比-1.0%，主要系2023年同期一季度感冒药需求旺盛导致基数偏高所致，归母净利

润总额126亿元，同比下降7.9%，利润端增速明显低于收入端，在中药材涨价等因素的影响下，行业毛利率同比下降2.46pp。

◼ 从短中期维度来看，基药目录调整在即，国企改革稳步推进，建议关注基药目录调整及国企改革推进两条主线：

• 关注新版基药目录调整及具备潜在新纳入基药目录的品种的公司。中药品种中存在大量独家品种，其竞争格局良好，放量节奏更快，从纳入基药目

录对企业的带动作用来看，中药企业受益程度有望相较于化药企业更大。中医药在治疗部分内科（慢性病、免疫调节等领域）、外科（创伤、骨伤

等领域）、精神科、妇科、皮肤科、儿科疾病具有独特优势和显著疗效，围绕中医药优势病种，后续更多品种有望借助基药目录调整实现放量，推

荐关注具备潜在新纳入基药目录的品种的公司：以岭药业、康缘药业等。

• 关注国企改革及有望借助国资平台实现经营效率提升的优质国企。2023年1月，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针对部分央企存在的回报水平不优、

盈利质量不高、市场竞争力不强、创新能力不足等短板，会议确定了央企考核体系的“一利五率”。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国有中药企业有望采用

更完善的考核体系、更灵活的运营构架以及更市场化的管理决策，推荐关注有望借助国资平台实现经营效率提升的优质国企：达仁堂、华润三九、

太极集团等。

◼ 从长期维度来看，消费、创新和资源是方向，建议关注中药品牌OTC、中药创新药两条主线：

• 集采控费趋势下，我们看好具备消费属性的中药品牌OTC龙头。在院内市场集采、医保控费的大趋势下，主攻院外市场的中药品牌OTC或可成为集采

避风港，看好产品占领消费者心智、格局稳定、长期积累下拥有良好品牌形象的OTC龙头企业。推荐关注：华润三九、太极集团、羚锐制药等。

• 回归药品属性，推荐关注产品疗效确切、具备持续出新能力的优质中药创新药企业。疗效至上，临床循证是王道，看好产品经循证医学充分验证、

得到医生群体认可的优秀中药企业。推荐关注：以岭药业、康缘药业等。

◼ 风险提示：创新产品研发失败或进度慢于预期的风险；药品监管政策调整风险；集采风险；中药材价格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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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股中药子行业上市公司在A股生物医药上市公司中的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注：图、表、文字均剔除ST股；市值占比根据24年5月16日收盘统计；上市公司数量截至24年5月16日。

市值占比与收入/利润占比的匹配度情况：中药子行业PE估值在医药生物一级行业中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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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子行业A股上市公司数量占比12.9%，收入占比14.0%，中药子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收入体量在A股医药生物上市公司中偏大；归母净利润占比

22.0%，市值占比15.5% ，中药子行业上市公司整体PE估值在A股医药生物上市公司中偏低。

收入占比

2023年，

全部A股医药上市公司营业收入25603亿元

其中，中药子行业A股上市公司营业收入3583亿元

归母净利润占比

2023年，

全部A股医药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1653亿元

其中，中药子行业A股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363亿元

市值占比

截至2024年5月16日，

全部A股医药上市公司市值63174亿元

其中，中药子行业A股上市公司市值9806亿元

数量占比

截至2024年5月16日，

全部A股医药上市公司数量496家

其中，中药子行业A股上市公司数量64家

中药子行业 

64，12.9%

其他行业 

432， 87.1%

中药子行业 

9806， 15.5%

其他行业 

53368， 84.5%

中药子行业 

3583， 14.0%

其他行业 

22020， 86.0%

中药子行业 

363， 22.0%

其他行业 

1289，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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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归母净利润：2023年稳健增长，高基数下2024年一季度略有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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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股中药子行业2021-2024Q1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亿元） 2021A 2022A 2023A 2024Q1
23年同比22年
（pp.）

24Q1同比
23Q1（pp.）

营业收入 3227 3378 3583 972

YOY 5.1% 4.7% 6.1% -1.0%

营业成本 1776 1890 1997 549

毛利率 45.0% 44.0% 44.3% 43.5% 0.21 (2.46)

销售费用 792 796 840 202 

费用率 24.6% 23.6% 23.5% 20.8% (0.13) (1.82)

管理费用（除研发） 179 182 196 45 

费用率 5.5% 5.4% 5.5% 4.7% 0.08 0.04 

研发费用 88 94 101 22 

费用率 2.7% 2.8% 2.8% 2.2% 0.02 0.15 

财务费用 5 2 -2 -1 

费用率 0.2% 0.1% -0.1% -0.1% (0.12) (0.13)

净利润 367 299 378 131 

净利率 11.4% 8.9% 10.5% 13.5% 1.70 (1.05)

归母净利润 353 286 363 126 

YOY 18.3% -19.0% 26.8% -7.9%

扣非归母净利润 267 264 330 120 

YOY 14.6% -1.0% 25.0% -6.8%

经营性净现金流 423 550 399 10 

ROE 11.8% 9.0% 10.8% 14.5%

总资产周转率 0.64 0.63 0.63 0.66 

资产负债率 37.2% 38.6% 38.7% 38.0%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注：图、表、文字均剔除ST股

◼ 2023年全年：中药子行业A股上市公司

营业收入总额3583亿元，同比+6.1%，

疫情放开带来用药需求的增长，收入平

稳增长；归母净利润总额363亿元，同

比增长26.8%，利润端增速明显优于收

入端，主要系毛利率的提升及销售费用

率、财务费用率的降低带来净利率的提

升。

◼ 2024年一季度：中药子行业A股上市公

司营业收入总额972亿元，同比-1.0%，

主要系2023年同期一季度感冒药需求旺

盛导致基数偏高所致，归母净利润总额

126亿元，同比下降7.9%，利润端增速

明显低于收入端，在中药材涨价等因素

的影响下，行业毛利率同比下降2.46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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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放开，多数中药企业2023年收入、利润呈现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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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股中药子行业上市公司2023年收入及利润增速情况（增速区间、企业个数及企业占比）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注：图、表、文字均剔除ST股。

◼ 2023年收入增速
• 收入增速大于20%的企业有：华润三九（昆药并表影响）等；
• 收入增速介于10~20%的企业有：东阿阿胶、同仁堂、健民集团、片仔癀、江中药业、康恩贝、葵花药业、康缘药业、太极集团、桂林三金、

羚锐制药等；
• 收入增速介于0~10%的企业有：佐力药业、济川药业、云南白药、白云山、天士力、盘龙药业、奇正藏药等；
• 收入下滑的企业有：达仁堂、仁和药业、寿仙谷、昆药集团、红日药业、马应龙、以岭药业（22年同期高基数）等。
◼ 2023年归母净利润增速
• 归母净利润增速大于20%的企业有：天士力、太极集团、康恩贝、东阿阿胶、佐力药业、云南白药、济川药业、葵花药业、健民集团、桂林

三金、康缘药业、奇正藏药、羚锐制药等；
• 归母净利润增速介于10~20%的企业有：江中药业、同仁堂、华润三九、昆药集团、达仁堂、片仔癀等；
• 归母净利润增速介于0~10%的企业有：盘龙药业、白云山等；
• 归母净利润下滑的企业有：仁和药业、马应龙、寿仙谷、红日药业、以岭药业等。

2023年收入增速情况

大于20% 

8， 12.5%

介于10~20% 

18， 28.1%

介于0%~10% 

15， 23.4%

小于0 

23， 35.9%

2023年归母净利润增速情况

大于20% 

30， 46.9%

介于10~20% 

9， 14.1%

介于0%~10% 

5， 7.8%

小于0 

20，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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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Q1感冒药需求依旧旺盛，感冒药相关标的持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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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股中药子行业上市公司2024Q1收入、利润增速情况（增速区间、企业个数及企业占比）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注：图、表、文字均剔除ST股。

◼ 2024Q1收入增速

• 收入增速大于20%的企业有：东阿阿胶、佐力药业、奇正藏药、片仔癀等；
• 收入增速介于10~20%的企业有：羚锐制药、华润三九、马应龙等；
• 收入增速介于0%~10%的企业有：寿仙谷、白云山、云南白药、同仁堂、济川药业、康缘药业等；
• 收入下滑的企业有：天士力、昆药集团、达仁堂、健民集团、太极集团、江中药业、盘龙药业、仁和药业、红日药业、葵花药业、康恩贝、

桂林三金、以岭药业等。

◼ 2024Q1归母净利润增速

• 归母净利润增速大于20%的企业有：东阿阿胶、佐力药业、盘龙药业、羚锐制药、片仔癀、济川药业、寿仙谷等；
• 归母净利润增速介于10~20%的企业有：华润三九、云南白药、天士力、江中药业、同仁堂等；
• 归母净利润增速介于0%~10%的企业有：马应龙、奇正藏药、太极集团、康缘药业、白云山等；
• 归母净利润下滑的企业有：健民集团、仁和药业、达仁堂、昆药集团、康恩贝、葵花药业、桂林三金、红日药业、以岭药业等。

2024Q1归母净利润增速情况

大于20% 

13， 20.3%

介于10~20% 

10， 15.6%

介于0%~10% 

10， 15.6%

小于0 

31， 48.4%

2024Q1收入增速情况

大于20% 

7， 10.9%

介于10~20% 

4， 6.3%

介于0%~10% 

15， 23.4%
小于0 

38，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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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采：中药集采降幅温和，独家品种优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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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历经湖北联盟、广东联盟、北京、山东、全国5次大规模集采，整体呈现出中选规则温和、分组机制友好、评判依据多元、平均降

幅较低的特点。

✓ 中选规则温和：广东联盟集采独家品种规则友好；山东集采设定复活机制，对市场占有率超过30%的企业提供二次入围的选择；全国集

采在中选之外，还有议价拟中选和增补拟中选，给予药企调整的机会。

✓ 分组机制友好：广东联盟集采开始考虑到中成药竞争格局，按照独家品种和非独家品种划分；山东集采分组以交易数量和日均用量为基

础划分；北京集采则根据竞争格局的“市场竞争较为充分”和“竞争相对不足”分为带量联动和带量谈判；全国集采按照市场份额大小

划分。

✓ 评判依据多元：中成药生产受到来自原料产地、自然环境等条件的多重影响。除价格外，湖北联盟集采、山东集采、全国集采还纳入了

医疗机构认可度、药品企业排名和供应能力、药品企业创新力、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产品质量安全因素等指标，更符合中药独家

品种多、议价难度大的特色。

✓ 平均降幅较低：从降幅上来看，湖北联盟、广东联盟、北京集采、山东集采、全国集采的平均降幅分别为-42%、-56%、-23% 、-44%、-

49%，整体相对温和；独家品种优势明显，在广东联盟集采中，独家品种平均降幅仅为22%。

图：中药集采进程

资料来源：广东省药品交易中心，湖北省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管理服务网，各地医保局，山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湖北19省联盟集采

• 启动时间:2021

年9月25日

• 结果公布时间

:2021年12月27

日

广东6省联盟集采

• 启动时间:2021

年12月24日

• 结果公布时间

:2022年4月8日

北京市集采

• 启动时间:2022

年7月29日

• 结果公布时间

:2022年11月4

日

山东省集采

• 启动时间：

2022年8月11日

• 结果公布时间：

2022年11月8日

全国集采

• 启动时间：

2023年5月19日

• 结果公布时间：

2023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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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整顿：影响或将持续，关注销售费用率及企业合规运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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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工业毛利率
（2023年）

销售费用/医药工业收入
（2023年）

50% 70% 80% 90%0

20%

50%

60%

70%

30%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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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药：中药品种有望借助基药目录调整实现快速放量

◼ “986”与“1+X”政策推动基药在公立医疗端的广泛使用。“1+X”用药模式是对基药产品的定位重申，“1”就是指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X”是指的非基本药物。“986政策”进一步细化，要求逐步实现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二级公立医院、三级公立医院中基本药物配

备品种数量占比，原则上分别不低于90%、80%、60%，即以数字的形式明确了公立医疗端基药的配备数量。卫健委数据显示，2022年三级

公立医院基本药物采购品种数占比为42.59%，较2020年提升0.70个百分点；门诊和住院患者基本药物处方占比分别为56.03%和95.82%，分

别较2020年提升1.53个和0.19个百分点，基本药物占比稳步提升。

◼ 中药品种在历次基药目录中的占比稳步提升。在2009版基药目录的307个品种中，中药品种仅有102个，占比仅为33.2%；2012版基药目录

对品种进行了大幅扩充，其中西药品种由2009版的205个提升到317个，中药品种由2009版的102个提升到203个，中药基药品种接近成倍增

长，中药基药品种占比提升至39.0%；2018版基药目录中，中药基药品种占比进一步提升至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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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国家基药目录的中药个数及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2018年版基药目录新增中成药的独家品种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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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及其项下所有内容

投资建议（短中期维度）：关注基药目录调整

从短中期维度来看，基药目录调整在即，国企改革稳步推进，建议关注基药目录调整及国企改革推进两条主线：

◼ 1）关注新版基药目录调整及具备潜在新纳入基药目录的品种的公司。中药品种中存在大量独家品种，其竞争格局良好，放量节奏更快，

从纳入基药目录对企业的带动作用来看，中药企业受益程度有望相较于化药企业更大。中医药在治疗部分内科（慢性病、免疫调节等领

域）、外科（创伤、骨伤等领域）、精神科、妇科、皮肤科、儿科疾病具有独特优势和显著疗效，围绕中医药优势病种，后续更多品种有

望借助基药目录调整实现放量，推荐关注具备潜在新纳入基药目录的品种的公司：以岭药业、康缘药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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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潜在新纳入基药目录的中药品种梳理（部分）

品种 上市公司 治疗领域 是否独家 是否集采 是否为OTC品种

连花清咳片 以岭药业 呼吸系统 是 否 是

养正消积胶囊 以岭药业 免疫系统/肿瘤 是 否 否

夏荔黄胶囊 以岭药业 泌尿系统 是 否 否

大株红景天片/胶裳 康缘药业 心脑血管系统 是 否 是

天舒片/胶震 康缘药业 神经系统 是 否 是

通塞脉片/胶囊 康缘药业 血液系统 是 否 是

九味熄风颗粒 康缘药业 儿科/神经系统 否 否 是

资料来源：insight数据库，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及其项下所有内容

投资建议（短中期维度）：跟踪中药国企改革进程

◼ 2）关注国企改革及有望借助国资平台实现经营效率提升的优质国企。2023年1月，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针对部分央企存在的

回报水平不优、盈利质量不高、市场竞争力不强、创新能力不足等短板，会议确定了央企考核体系的“一利五率”。原先的考核体系下，

“两利”即利润总额、净利润，“四率”即营业收入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研发投入强度、资产负债率。而“一利五率”则是将净利

润改为ROE，营业收入利润率改为营业现金比率，进一步加强了对国企的盈利能力和创现能力的考核，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随着国企改

革的深化，国有中药企业有望采用更完善的考核体系、更灵活的运营构架以及更市场化的管理决策，推荐关注有望借助国资平台实现经营

效率提升的优质国企：达仁堂、华润三九、太极集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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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药国企梳理（部分）

股票代码 上市公司 实控人
是否推出股权

激励
（2021年以来）

重大股权变更情况
（2020年以来）

其他

000999.SZ 华润三九 中央国资，华润系 是 无。
股权激励：以2020年业绩为基准，考核2021-2023年业绩（归母扣非净资产收益率、
归母扣非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总资产周转率等）情况。

000423.SZ 东阿阿胶 中央国资，华润系 否 无。 2023年2月，原董事长高登锋先生历任，白晓松先生接任董事长。

600750.SH 江中药业 中央国资，华润系 是 无。
股权激励：以2020年业绩为基准，考核2022-2024年业绩（投入资本回报率、归母
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研发投入强度等）情况。

600422.SH 昆药集团 中央国资，华润系 是 2022年12月，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中国华润。
股权激励：以2020年业绩为基准，考核2021-2023年净利润值增长不低于
10%/21%/33%,且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当年净利润的30%。

600129.SH 太极集团 中央国资，国药系 否 2021年4月，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中国医药集团。2021年5月，聘任俞敏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0570.HK 中国中药 中央国资，国药系 否 无。 无。

002644.SZ 佛慈制药 甘肃国资 否
2023年5月，甘肃国投拟收购兰州佛慈医药产业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100%股权，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30%以上。

2022年4月，原总经理尚寿鹏先生辞职，董事长石爱国先生代行总经理职责。

300026.SZ 红日药业 成都国资 否 无 无。

600085.SH 同仁堂 北京国资 否
2023年2月，健之佳向公司子公司同仁堂麦尔海增
资0.3亿，成为其战略投资者。

无。

600479.SH 千金药业 株洲国资 是 无。
股权激励：以2020年业绩为基准，考核2022-2024年业绩（营业收入增长率、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研发费用增长率等）情况。

600572.SH 康恩贝 浙江国资 是 2020年7月，公司实控人变更为浙江国资。
股权激励：以2021年业绩为基准，考核2022-2024年业绩（净利润增长率、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研发投入总额占当期工业营业收入的比例、净利润现金含量等）
情况。

600329.SH 达仁堂 无实控人 否 无。 2021年3月，控股股东混合所有制改革完成。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及其项下所有内容

图：代表性中药OTC企业及核心产品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投资建议（长期维度）：中药品牌O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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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长期维度来看，消费、创新和资源是方向，建议关注中药品牌OTC、中药创新药两条主线：

◼ 1）集采控费趋势下，我们看好具备消费属性的中药品牌OTC龙头。在院内市场集采、医保控费的大趋势下，主攻院外市场的中药品牌
OTC或可成为集采避风港，看好产品占领消费者心智、格局稳定、长期积累下拥有良好品牌形象的OTC龙头企业。

✓ 华润三九：受处方药业务占比下降影响，毛利率有所下降，但费用控制能力强，2018年起销售费用率下降明显，优化费用率保持净利率
稳健。

✓ 太极集团：2017年至今毛利率呈上升趋势，但销售费用率同样明显提升，利润端表现欠佳。2021年国药集团成为实控人，2022年实现扭
亏为盈，销售费用稳定在33%左右，23Q1-3净利率提升明显，有望依靠国企平台不断发展。

✓ 羚锐制药：2017年至今毛利率持续提升，同时销售费用率在规模效应下呈下降趋势，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得益于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稳中
向好，费用控制能力提升，净利率有望维持增长。

重磅品种

其他代表
性品种

999感冒灵、999皮炎平、三九
胃泰、999小儿感冒颗粒、999
抗病毒口服液、气滞胃痛颗粒、
999澳诺葡萄糖酸钙锌口服溶液

天和骨通贴膏、易善复、血塞
通三七系列产品、昆中药®参苓
健脾胃颗粒、阿法骨化醇软胶
囊、玻璃酸钠注射液

藿香正气口服液、益保世灵、
通天口服液、急支糖浆、思
为普、鼻窦炎口服液

输液软袋、小金片、沉香化
气片、贝贝莎、苏合香丸、
美菲康

通络祛痛膏、活血消痛酊、状
骨麝香止痛膏、伤湿止痛膏、
关节止痛膏、麝香壮骨膏

培元通脑胶囊、参芪降糖胶囊、
吲哚美欣贴片、芬太尼头皮贴
片、小羚羊医院退热贴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及其项下所有内容

投资建议（长期维度）：中药创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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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回归药品属性，推荐关注产品疗效确切、具备持续出新能力的优质中药创新药企业。疗效至上，临床循证是王道，看好产品经循证
医学充分验证、得到医生群体认可的优秀中药企业。推荐关注：以岭药业、康缘药业等。

表：代表性中药创新药企业主要已上市产品

企业 治疗领域 主要产品

以岭药业

心脑血管 通心络胶囊、参松养心胶囊、芪苈强心胶囊

感冒呼吸 连花清瘟胶囊/颗粒、连花清咳片

糖尿病 津力达颗粒

神经系统 益肾养心安神片、解郁除烦胶囊、枣椹安神口服液

肿瘤 养正消积胶囊

泌尿系统 八子补肾胶囊、夏荔芪胶囊

康缘药业

呼吸和感染
金振口服液、热毒宁注射液、杏贝止咳颗粒、散寒化湿颗粒、银翘清热片、
银翘解毒软胶囊

妇科 桂枝茯苓胶囊、散结镇痛胶囊

心脑血管
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天舒胶囊、天舒片、龙血通络胶囊、通塞脉片、
益心舒片、大株红景天胶囊、苁蓉总苷胶囊

骨伤科
复方南星止痛膏、腰痹通胶囊、筋骨止痛凝胶、七味通痹口服液、淫羊藿总
黄酮胶囊

其他 参乌益肾片、九味熄风颗粒、黄芪精口服液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表：代表性中药创新药企业主要在研创新中药

企业 药品 适应症 阶段

以岭
药业

芪黄明目胶囊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申报新药

络痹通片 类风湿性关节炎 Ⅲ期临床

柴黄利胆胶囊 慢性胆囊炎 Ⅲ期临床

玉屏通窍片 过敏性鼻炎 Ⅲ期临床

小儿连花清感颗粒 儿童感冒 Ⅲ期临床

柴芩通淋片 反复发作尿路感染 筹备Ⅱ期临床

养正消积胶囊 癌阴性疲乏 获批临床

参蓉颗粒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获批临床

蕾夏感冒颗粒 胃肠型感冒 获批临床

康缘
药业

紫辛鼻鼽颗粒 过敏性鼻炎 Ⅲ期临床

参蒲盆炎颗粒 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 Ⅲ期临床

冠心平颗粒 稳定性冠心病心绞痛 Ⅱ期临床

伤科天芍凝胶 急性软组织损伤 Ⅱ期临床

麻杏止哮颗粒 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热哮） Ⅱ期临床

九味疏风平喘颗粒 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风哮） Ⅱ期临床

苁蓉润通口服液 老年便秘 Ⅱ期临床

芪白平肺颗粒 慢性阻塞性肺病 Ⅱ期临床

泽泻降脂胶囊 高脂血症 Ⅰ期临床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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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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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相关公司盈利预测及估值表

代码 公司简称
股价

24/05/24
总市值
亿元

EPS PE ROE

22A

PEG

23E

投资
评级22A 23E 24E 25E 22A 23E 24E 25E

600557 康缘药业 17.81 104 0.92 1.12 1.34 1.59 19.3 15.9 13.3 11.2 9.6 0.8 买入
000999 华润三九 60.79 601 2.89 3.35 3.99 4.62 21.1 18.1 15.2 13.2 15.2 1.1 买入
600129 太极集团 36.48 203 1.48 1.93 2.34 2.80 24.7 18.9 15.6 13.0 12.1 0.8 增持
002603 以岭药业 18.53 310 0.81 0.97 1.14 1.28 22.9 19.1 16.3 14.5 23.6 1.2 买入
600085 同仁堂 45.51 624 1.22 1.42 1.64 1.90 37.4 32.1 27.7 23.9 12.7 2.0 无评级
600436 片仔癀 230.30 1389 4.64 5.51 6.40 7.44 49.7 41.8 36.0 31.0 23.5 2.4 无评级
000538 云南白药 53.92 962 2.29 2.55 2.79 3.04 23.5 21.1 19.3 17.7 7.8 2.1 无评级
600285 羚锐制药 24.79 141 1.00 1.21 1.43 1.68 24.7 20.4 17.3 14.8 19.3 1.1 无评级
600332 白云山 31.70 515 2.49 2.73 3.02 3.39 12.7 11.6 10.5 9.4 13.0 1.1 无评级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及预测    注：以岭药业、同仁堂、片仔癀、云南白药、羚锐制药、白云山为Wind一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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