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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关注医疗设备更新支持政策 

 大规模政策推动医疗设备更新逐步落地。自 2024年 3月国务院发布《推动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以来，随后配套资金政策紧随而至，6 月 2

1 日，财政部发布贴息政策，7 月 24 日，发改委统筹安排 3000 亿超长国债支持

设备更新及消费品更新。多个地方政府针对医疗设备更新，相继出台配套文件，

并进一步明确负责部门以及具体建设目标。 例如重庆市提出到 2027 年，全市累

计更新各类医疗设备 5.35 万台，全市更新信息化设施设备 5.32 万台，2—3 人间

病房占比不低于 80%，通用设备数量较 2023 年增长 25%以上等。截至 2024 年 7

月 3 日，全国大陆地区 31 个省市自治区均已出台配套政策。以广东省批复的超 2

000 套设备更新，接近 54 亿元预算大致测算，我国医疗设备更新市场空间有望超

千亿元。 

 有望推动行业快速恢复，重点推荐迈瑞医疗、联影医疗等。我们认为，国产厂家

经过多年发展，在医疗设备领域布局完成，并在多个细分领域已成长为头部企

业，有望在此轮医疗设备更新中，进一步实现市占率的提升，重点推荐迈瑞医

疗、联影医疗、开立医疗、新华医疗等。 

 行情回顾：本周（2024 年 7 月 22 日-7 月 26 日）申万医药生物板块指数下跌 4.

0%，跑输沪深 300 指数 0.4%，医药板块在申万行业分类中排名第 27 位；2024

年初至今申万医药生物板块指数下跌 23.3%，跑输沪深 300 指数 22.6%，在申万

行业分类中排名第 25 位。本周涨幅前五的个股为景峰医药（26.28%）、塞力医疗

（11.32%）、东方生物（9.00%）、开开实业（8.58%）、*ST 吉药（8.09%）。 

 投资策略及配置思路：随着鼓励创新政策的不断出台、公司业绩的预期恢复，我

们看好医药行业结构性行情。看好的两大主线: 在医保总支出中占比提高品种；出

口链上全球有竞争力的企业。子领域包含创新药、中药、原料药、部分医疗器械

等。 

 月度投资组合：和黄医药、派林生物、人福医药、新华医疗、鱼跃医疗、贵州三

力。 

 风险提示：行业政策风险；供给端竞争加剧风险；市场需求不及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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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专题：医疗设备以旧换新逐步落地有望推动行业快
速恢复，重点推荐迈瑞医疗、联影医疗等 

1.1. 国务院总领，地方政府相继跟进推动设备更新 

2024 年 3 月 13 日，国务院发布《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

动方案》，针对医疗等多个领域进行设备更新，并提出了到 2027 年，医疗等领域

设备投资规模较 2023 年增长 25%以上，加强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推进医疗卫生机构装备和信息化设施迭代升级，鼓励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快医

学影像、放射治疗、远程诊疗、手术机器人等医疗装备更新改造。推动医疗机构

病房改造提升，补齐病房环境与设施短板等目标。 

随后，多个地方政府针对医疗设备更新，相继出台配套文件，并进一步明确

负责部门以及具体建设目标。 例如重庆市提出到 2027 年，全市累计更新各类医

疗设备 5.35 万台，全市更新信息化设施设备 5.32 万台，2—3 人间病房占比不低

于 80%，通用设备数量较 2023 年增长 25%以上等。截至 2024 年 7 月 3 日，全

国大陆地区 31 个省市自治区均已出台配套政策。 

表 1：地方省市自治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相关文件 

发文日期 文件 
省、市、自

治区 
内容 

2024.3.30 
《山西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 
山西 1.推进医疗装备更新改造；2.推进医院病房改造提升；3.推动智慧医疗建设应用 

2024.04.08 
《山东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 
山东 

鼓励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快医学影像、放射治疗、远程诊疗、手术机器人等医疗装备更新

改造。推动医疗机构病房改造提升，补齐病房环境与设施短板。实施村卫生室改造提升行

动，全面优化硬件配备。 

2024.04.09 
《浙江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若干举措》 
浙江 

开展以县级为重点的医疗装备更新。推进医疗卫生机构装备和信息化设施迭代升级，到 2027

年县级以下医疗卫生机构装备配置达标率达到 100%。支持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快医学影

像、放射治疗、远程诊疗、手术机器人等医疗装备更新改造，到 2027 年力争医疗装备投资规

模较 2023 年增长 30%以上等 

2024.04.06 

《广东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实施方

案》 

广东 
推进医疗设备设施迭代升级。推动医疗卫生机构装备和信息化设施迭代升级，鼓励具备条件

的医学影像、放射治疗、远程诊疗、手术机器人等医疗装备更新改造。 

2024.04.16 
《河南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 
河南 

加强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设备和信息化设施迭代升

级，淘汰已达使用年限、功能不全、性能落后、影响安全的医用设备。鼓励具备条件的医疗

机构加快医学影像、放射治疗、远程诊疗、手术机器人等医疗装备更新改造。推动医疗机构

病房改造提升，补齐病房环境与设施短板。 

2024.04.11 
《湖南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 
湖南 1.开展医疗卫生机构装备和信息化设施迭代升级；2.开展医院病房改造提升。 

2024.04.19 

《黑龙江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

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

案》 

黑龙江 

提升医疗设备水平，鼓励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快医学影像、放射治疗、远程诊疗及实验室

检验检测等医疗装备更新改造，加大手术机器人推广使用力度。加快医疗卫生机构服务器设

备、终端设备、网络设备、安全设备等信息化设施更新迭代升级等。 

2024.04.19 
《湖北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 
湖北 

力争到 2027 年，每年更新 CT、核磁共振、DR、彩超、直线加速器等设备 300 台套，改造病

床 10000 个。 

2024.4.22 
《河北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 
河北 

推进医疗设施升级改造。推进医疗卫生机构装备和信息化设施迭代升级，鼓励具备条件的医

疗机构加快医学影像、放射治疗、远程诊疗、手术机器人等医疗装备更新改造。推动医疗机

构病房改造提升，补齐短板。 

2024.04.22 
《关于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实施方案》 
甘肃 

补齐医疗领域设备短板。励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快医学影像、放射治疗、手术机器人等医

疗装备更新改造，探索前沿医疗装备技术科研与应用。 

2024.04.22 

《宁夏回族自治区推动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

施方案》 

宁夏 
有序推动医疗机构医学影像、放射治疗、远程诊疗、手术机器人等医疗装备更新和病房改造

提升，推进医疗机构信息化能力提档升级。 

2024.04.24 
《天津市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 
天津 

推进医疗领域设备更新。鼓励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快医学影像、放射治疗、远程诊疗、手

术机器人等医疗装备和服务器、终端、网络设备、安全设备等信息化设施更新改造，推进医

疗卫生机构装备和信息化设施迭代升级。推动医疗机构病房改造提升，支持医院将部分四人

间及以上病房改造为二人间或三人间病房。 

2024.04.24 

《福建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实施方

案》 

福建 

推进医疗卫生机构装备和信息化设施迭代升级，鼓励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快医学影像、放

射治疗、远程诊疗、手术机器人等医疗装备更新改造，推动人工智能在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应

用，持续提升高端医疗装备产品性能和质量水平。推动医疗机构病房改造提升，补齐病房环

境与设施短板。 

2024.4.26 
《重庆市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 
重庆 

到 2027 年，全市累计更新各类医疗设备 5.35 万台。推动电子病历、医疗监护、远程医疗等

信息化设施设备和血压计、心电图机、监护仪等通用设备更新，持续推进病房改造提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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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 年，全市更新信息化设施设备 5.32 万台，2—3 人间病房占比不低于 80%，通用设备数

量较 2023 年增长 25%以上 

2024.04.28 
《北京市积极推动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 
北京 

推进医疗卫生机构装备和信息化设施迭代升级，鼓励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快医学影像、放

射治疗、远程诊疗、手术机器人等医疗装备更新改造。推动病房改造提升，补齐病房环境与

设施短板。 

2024.04.28 
《海南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 
海南 

鼓励具备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加快医学影像、放射治疗、远程诊疗、手术机器人及实验室检

验检测等医疗装备更新改造。建立健康医疗业务网络，推进数字医院建设，推动县域卫生健

康数字化升级，加强网络和数据安全防护。 

2024.4.29 
《陕西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若干措施》 
陕西 

鼓励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快医学影像、放射治疗、远程诊疗、手术机器人、检验检查、重

症急救等医疗装备更新改造。推进医院病房改造提升。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

设。加快智能、新型医疗装备应用推广和信息化设施迭代升级。 

2024.04.30 

《内蒙古自治区推动大规模设

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

任务落实方案》 

内蒙古 

推进全区医疗卫生机构装备和信息化设施迭代升级，鼓励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快医学影

像、放射治疗、远程诊疗、手术机器人等医疗装备更新改造。推动医疗机构病房改造提升，

补齐病房环境与设施短板。 

2024.04.30 

《上海市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计划

（2024-2027 年）》 

上海 

加强医疗领域设备改造升级。加强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医疗卫生机构装备

和信息化设施迭代升级，鼓励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快医学影像、放射治疗、远程诊疗、手

术机器人等医疗装备更新改造。推动医疗机构病房、门急诊、手术室、能源保障设施改造提

升 

2024.04.30 
《青海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 
青海 

增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鼓励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根据自身功能定位、技术水平、学科发展

和群众健康需求,加快医学影像、放射治疗、手术机器人、检验检查等医疗装备更新改造,促进

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提质。 

2024.04.30 

《大连市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实施方

案》 

辽宁 

加强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医疗机构装备和信息化设施迭代升级，鼓励具备

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快医学影像、放射治疗、远程诊疗、手术机器人等医疗装备更新改造。推

动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病房改造提升，补齐病房环境与设施短板。 

2024.05.06 
《贵州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 
贵州 

鼓励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快医学影像、放射治疗、远程诊疗、手术机器人等医疗装备更新

改造，持续降低万元以上医疗设备和信息化设施设备老旧化率。推动医疗机构病房适老化、

智能化提升改造，适当保留一定比例单人间病房，提高两人间、三人间病房比例，促进病房

环境改善提升。 

2024.05.08 
《江西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 
江西 

推进医疗装备更新改造。加快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设备设施迭代升级，推动各级医院 X线计算

机断层扫描、磁共振成像系统等医学影像设备和医用直线加速器等放射治疗设备的更新购

置。 

2024.05.08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

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 
云南 

提升医疗设备水平。鼓励将医疗设备更新与数字化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相结合，推进医疗卫生

机构装备和信息化设施迭代升级，按需推进医学影像、放射治疗、远程诊疗、手术机器人等

医疗装备更新，适度超前配置装备。 

2024.05.09 
《江苏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 
江苏 

动卫生健康领域设备更新。推进医疗卫生机构装备和信息化设施迭代升级，鼓励具备条件的

医疗机构加快医学影像、放射治疗、远程诊疗、手术机器人等医疗装备和信息化设施更新，

到 2027 年力争更新 24 万台（套）。推动医疗机构开展病房改造。 

2024.05.11 
《四川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 
四川 

鼓励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快医学影像、放射治疗、远程诊疗、手术机器人等医疗装备更新

改造，推进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加强信息化升级改造，加快智慧医院和互联网医院建设。 

2024.05.20 
《安徽省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

行动实施方案》 
安徽 

鼓励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快医学影像、放射治疗、远程诊疗、手术机器人、智能养老康复

辅具等医疗装备更新改造，拓展医疗健康数字化应用场景。到 2027 年，全省二级以上公立医

院 2—3 人间病房比例超过 80%。 

2024.5.29 
《广西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方案》 
广西 

增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推进医疗卫生机构装备和信息化设施迭代升级，鼓励具备条件的医

疗机构加快医学影像、放射治疗、远程诊疗、手术机器人等医疗装备更新改造。推动医疗机

构病房改造提升，补齐病房环境与设施短板。 

2024.6.3 
《自治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 
新疆 1.开展医疗卫生机构设备和信息化设施迭代升级；2.推动医疗机构病房改造提升 

2024.6.4 

《西藏自治区推动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

案》 

西藏 

鼓励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快医学影像、放射治疗、远程诊疗、手术机器人等医疗装备更新

改造,加快淘汰已达使用年限、功能不全、性能落后、影响安全的医疗装备和信息化设施。到

2027 年,力争更新医疗装备和信息化设施 8477 台(套) 

2024.7.3 
《吉林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 
吉林 

鼓励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快医学影像、放射治疗、远程诊疗、手术机器人等医疗设备更新

改造。推动医疗机构提升病房环境与设施条件，合理配置区域内不同床位数量配置类型病房

的比例。到 2027 年，全省公立医疗机构医疗设备配置和病房设施条件达到国家要求。 

资料来源：各地政府、发改委官网，德邦研究所 

1.2. 配套资金方案跟进，各省实施细则陆续推出 

在国务院牵头发布设备更新方案后，各部门针对设备更新资金支持政策也陆

续出台，2024 年 6 月 21 日，财政部等 4 部门印发通知实施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

息政策：银行向经营主体发放的贷款符合再贷款报销条件的，中央财政对经营主

体的银行贷款本金贴息 1 个百分点。按照相关贷款资金划付供应商账户之日起予

以贴息，贴息期限不超过 2 年。 

2024 年 7 月 24 日，发改委等两部门发布《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统筹安排 3000 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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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我们预计未来将有更多资金支持项目

落地。 

各省也陆续推出细则，发布采购方案，以广东省为例，2024 年 7 月 2 日，

广东省发改委密集批复多个医疗设备更新可行性报告，合计更新超 2000 台套，

总预算近 54 亿元。此外，重庆、福建等地也相继发布医疗设备更新可行性批复。

我们认为，随着配套资金政策的不断落地，预计将有更多省市发布相关细则。以

广东省批复的 2000 套设备更新，接近 54 亿元预算计算，我国医疗设备更新市场

空间有望超千亿元。 

表 2：广东省医疗设备更新批复方案 

建设地区 文件 设备数量 总投资额度 

广州市、珠海市、汕头市、佛山市、韶关

市、河源市、梅州市、惠州市、东莞市、

中山市、阳江市、茂名市、肇庆市、清远

市和潮州市。 

关于广东省城市二级医院设备更新换代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复函 
共 442 台（套） 

项目总投资 107136 万

元，均为设备购置费。 

广州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

市、江门市和肇庆市 

关于广东省县域医共体设备更新项目

（珠三角）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复函 

共 20 种 288 台

（套）。 

项目总投资 41440 万元，

均为设备购置费。 

汕头市、韶关市、河源市、汕尾市、阳江

市、湛江市、茂名市、清远市、潮州市、

揭阳市和云浮市。 

关于广东省县域医共体设备更新项目

（粤东、粤西和粤北）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复函 

共 27 种 548 台

（套）。 

项目总投资 118938 万

元，均为设备购置费。 

汕头市和湛江市 

关于广东省重点医院先进医疗设备更新

项目(粤东、粤西)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复

函 

共 13 种 66 台（套） 
项目总投资 29752.7 万

元，均为设备购置费。 

广州市 

关于广东省重点医院先进医疗设备更新

项目（珠三角二）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复

函 

共 20 种 169 台

（套）。 

项目总投资 78798.30 万

元，均为设备购置费。 

广州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和东莞

市 

关于广东省重点医院先进医疗设备更新

项目（珠三角一）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复

函 

共 18 种 167 台

（套）。 

项目总投资 77628.78 万

元，均为设备购置费。 

韶关市南雄市，河源市龙川县、连平县，

潮州市饶平县和梅州市全境（梅江区、梅

县区、兴宁市、平远县、大埔县、蕉岭

县、丰顺县、五华县） 

关于广东省县域医共体设备更新项目

（原中央苏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复函 

共 24 种 291 台

（套）。 

项目总投资 60912 万元，

均为设备购置费。 

广州市、佛山市、韶关市、河源市、梅州

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

阳江市、茂名市、肇庆市、潮州市和云浮

市 

关于广东省公共卫生机构设备更新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复函 
共 200 台（套） 

项目总投资 24739.19 万

元，均为设备购置费。 

资料来源：广东省发改委，德邦研究所 

本轮设备更新，涉及医学影像、放射治疗、远程诊疗、手术机器人等多个领

域的医疗装备更新。国产厂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在不同细分领域实现快速突破，

如迈瑞医疗在监护、超声等多个领域占据领先地位、联影医疗在CT、MR等大型

影像设备领域稳居前三。我们认为，此轮医疗设备更新，有望将 24H1 堆积的设

备采购需求进行释放，国产厂家有望从中获益。 

2. 医药板块周行情回顾及热点跟踪（2024.7.22-7.26） 

2.1. A 股医药板块本周行情 

医药板块表现：本周（2024 年 7 月 22 日-7 月 26 日）申万医药生物板块指

数下跌 4.0%，跑输沪深 300 指数 0.4%，医药板块在申万行业分类中排名第 27

位；2024年初至今申万医药生物板块指数下跌23.3%，跑输沪深300指数22.6%，

在申万行业分类中排名第 2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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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本周申万医药板块与沪深 300 指数行情  图 2：2024 年初至今申万医药板块与沪深 300 行情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图 3：本周申万行业分类指数涨跌幅排名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医药子板块（申万）表现：医疗服务 II -2.3%、医药商业 II -2.5%、化学制剂

-3.7%、化学原料药-3.8%，医疗器械 II -3.8%、医药生物-4.0%、中药 II -4.8%、

生物制品 II-6.1%。 

图 4：本周申万医药子板块涨跌幅情况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医药行业估值情况：截至 2024年 7月 26日，申万医药板块整体估值为 25.9，

较前一周下跌 1.1，较 2024 年初下降 2.3，在申万一级分类中排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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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申万各板块估值情况（2024 年 7 月 26 日，整体 TTM 法）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图 6：申万医药子板块估值情况（2024 年 7 月 26 日，整体 TTM 法）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医药行业成交额情况：本周申万医药板块合计成交额为 1988.0 亿元，占 A

股整体成交额的 6.29%，医药板块成交额较上个交易周期（7.15-7.19）下跌

2.1%。2024 年初至今申万医药板块合计成交额为 77962.4 亿元，占 A 股整体成

交额的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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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近 20 个交易日申万医药板块成交额情况（亿元，%）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本周个股情况：本周统计申万医药板块共 416 支个股，其中 54 支上涨，34

9 支下跌，13 支持平，本周涨幅前五的个股为景峰医药（26.28%）、塞力医疗

（11.32%）、东方生物（9.00%）、开开实业（8.58%）、*ST 吉药（8.09%）。 

表 3：申万医药板块涨跌幅 Top10（2024.7.22-2024.7.26） 

排序 代码 名称 市值（亿元） 涨幅 top10 排序 代码 名称 市值（亿元） 跌幅 top10 

1 000908.SZ 景峰医药 15.2 26.28% 11 688217.SH 睿昂基因 7.4 -29.6% 

2 603716.SH 塞力医疗 11.9 11.32% 12 300573.SZ 兴齐眼药 205.5 -16.4% 

3 688298.SH 东方生物 56.6 9.00% 13 688575.SH 亚辉龙 111.5 -14.9% 

4 600272.SH 开开实业 18.6 8.58% 14 300705.SZ 九典制药 115.0 -14.4% 

5 300108.SZ *ST吉药 9.8 8.09% 15 688578.SH 艾力斯-U 230.5 -13.8% 

6 301017.SZ 漱玉平民 40.7 6.36% 16 301096.SZ 百诚医药 47.2 -13.7% 

7 603976.SH 正川股份 21.4 4.90% 17 688236.SH 春立医疗 41.6 -13.4% 

8 301126.SZ 达嘉维康 19.7 4.37% 18 688278.SH 特宝生物 202.4 -12.9% 

9 002750.SZ 龙津药业 8.6 4.37% 19 688356.SH 键凯科技 32.7 -12.1% 

10 000503.SZ 国新健康 69.7 4.27% 20 688192.SH 迪哲医药-U 153.4 -11.6%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本周个股沪港通增减持情况：本周沪（深）股通资金合计净买入-8.4 亿元。

从沪（深）股通买入金额情况来看，排名前五分别为浙江医药、华东医药、恒瑞

医药、哈药股份、惠泰医疗。减持前五分别为迈瑞医疗、益丰药房、乐普医疗、

智飞生物、东阿阿胶。 

表 4：沪（深）股通本周持仓金额增持前十（2024.7.22-2024.7.26）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总市值(亿元） 

沪（深）股通 

持股占比 

沪（深）股通持股占 

流通 A股比例 

沪深港股

通区间净

买入额

（亿元） 

 

期末 变动 期末 变动 

600216.SH 浙江医药 0.0 3.63% 1.40% 3.63% 1.40% 2.5 

000963.SZ 华东医药 498.2 3.55% 0.36% 3.56% 0.35% 2.4 

600276.SH 恒瑞医药 2619.9 5.96% -0.01% 5.96% -0.01% 1.2 

600664.SH 哈药股份 78.6 2.95% 1.07% 2.95% 1.07% 1.0 

688617.SH 惠泰医疗 308.5 5.33% 1.92% 5.33% 1.92% 0.9 

300573.SZ 兴齐眼药 205.5 2.68% 0.49% 3.50% 0.65% 0.9 

002001.SZ 新和成 621.9 4.64% 0.11% 4.70% 0.11% 0.8 

300401.SZ 花园生物 86.1 1.40% 0.77% 1.43% 0.78%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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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19.SZ 亿帆医药 137.7 2.82% 0.32% 4.06% 0.45% 0.5 

600566.SH 济川药业 291.3 3.99% 0.02% 3.99% 0.02% 0.5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表 5：沪（深）股通本周持仓金额减持前十（2024.7.22-2024.7.26）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总市值(亿元） 

沪（深）股通持股占比 
沪（深）股通持股占 

流通 A股比例 

沪深港股

通区间净

买入额

（亿元） 

 

期末 变动 期末 变动 

300760.SZ 迈瑞医疗 3248.7 11.50% -0.16% 11.51% -0.15% -5.4 

603939.SH 益丰药房 253.8 18.49% -0.47% 18.49% -0.47% -1.3 

300003.SZ 乐普医疗 240.2 3.72% -0.34% 4.33% -0.40% -1.1 

300122.SZ 智飞生物 631.5 2.77% -0.15% 4.69% -0.26% -1.0 

000423.SZ 东阿阿胶 311.5 10.83% -0.33% 10.84% -0.32% -0.9 

601607.SH 上海医药 644.8 3.98% -0.24% 3.98% -0.24% -0.7 

603259.SH 药明康德 1099.6 4.43% -0.05% 4.43% -0.05% -0.7 

600529.SH 山东药玻 157.6 7.52% -0.23% 7.52% -0.23% -0.5 

688139.SH 海尔生物 101.0 7.33% -0.39% 7.33% -0.39% -0.4 

688166.SH 博瑞医药 124.5 0.91% -0.37% 0.91% -0.37% -0.4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2.2. 下周医药板块新股事件及已上市新股行情跟踪： 

下周无医药新股上市。 

表 6：新药板块新股情况 

证券代码 公司 上市日期 最新市值 

（A 股亿元/港股

亿港元） 

最新 PE 

（TTM） 

上市首日涨跌

幅 

上市至今涨跌幅 

301580.SZ 爱迪特 2024-06-26 47.0 30.6 87% -26% 

2268.HK 药明合联 2023-11-17 174.0 55.6 36% -48% 

301520.SZ 万邦医药 2023-09-25 26.2 23.2 8% -47% 

2496.HK 友芝友生物-B 2023-09-25 14.5 -6.8 0% -53% 

301507.SZ 民生健康 2023-09-05 46.2 51.8 225% -60% 

1541.HK 宜明昂科-B 2023-09-05 48.3 -11.5 5% -34% 

836504.BJ 博迅生物 2023-08-17 5.0 20.4 20% -10% 

301509.SZ 金凯生科 2023-08-03 36.3 24.2 -10% -58% 

301393.SZ 昊帆生物 2023-07-12 42.0 45.4 51% -62% 

301370.SZ 国科恒泰 2023-07-12 47.4 30.6 95% -61% 

688443.SH 智翔金泰-U 2023-06-20 114.9 -15.0 -10% -8% 

2105.HK 来凯医药 2023-06-29 16.0 -3.9 21% -73% 

9885.HK 药师帮 2023-06-28 52.1 -1.5 6% -61% 

688576.SH 西山科技 2023-06-06 32.2 27.0 41% -68% 

688581.SH 安杰思 2023-05-19 39.7 16.8 -31% -61% 

301293.SZ 三博脑科 2023-05-05 73.2 84.2 36% -32% 

001367.SZ 海森药业 2023-04-10 22.1 19.5 12% -71% 

301281.SZ 科源制药 2023-04-04 23.0 34.6 -39% -45% 

301246.SZ 宏源药业 2023-03-20 50.0 93.2 -17% -70% 

301408.SZ 华人健康 2023-03-01 42.1 31.7 54% -58% 

688506.SH 百利天恒-U 2023-01-06 649.2 14.8 30% 405% 

301301.SZ 川宁生物 2022-12-27 251.4 22.5 96% 12% 

688410.SH 山外山 2022-12-26 35.6 23.1 -64% -58% 

301277.SZ 新天地 2022-11-16 34.7 20.6 -32% -69% 

301267.SZ 华厦眼科 2022-11-07 159.9 23.8 -9%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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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230.SZ 泓博医药 2022-11-01 29.2 112.2 -31% -59% 

301367.SZ 怡和嘉业 2022-11-01 61.8 32.2 69% -76% 

688426.SH 康为世纪 2022-10-25 22.0 -18.8 -27% -55% 

301363.SZ 美好医疗 2022-10-12 108.4 41.2 19% -28% 

688073.SH 毕得医药 2022-10-11 26.9 27.3 -47% -56% 

688137.SH 近岸蛋白 2022-09-29 21.1 -2,276.4 -30% -60% 

301331.SZ 恩威医药 2022-09-21 21.6 32.2 -5% -52% 

688428.SH 诺诚健华-U 2022-09-21 85.3 -20.8 -15% -4% 

688114.SH 华大智造 2022-09-09 174.6 -26.5 14% -58% 

688293.SH 奥浦迈 2022-09-02 32.5 65.7 11% -78% 

688351.SH 微电生理-U 2022-08-31 100.7 524.7 -20% 63% 

688247.SH 宣泰医药 2022-08-25 37.5 49.2 44% -39% 

688271.SH 联影医疗 2022-08-22 958.1 47.7 64% -36% 

688273.SH 麦澜德 2022-08-11 19.1 20.4 3% -57% 

688373.SH 盟科药业-U 2022-08-05 28.5 -6.1 33% -60% 

301333.SZ 诺思格 2022-08-02 41.4 26.4 -29% -52% 

688253.SH 英诺特 2022-07-28 46.7 17.6 25% 4% 

688382.SH 益方生物-U 2022-07-25 41.2 -16.5 -16% -53% 

301234.SZ 五洲医疗 2022-07-05 14.8 25.9 72% -54% 

301239.SZ 普瑞眼科 2022-07-05 51.4 42.0 55% -35% 

601089.SH 福元医药 2022-06-30 67.4 13.3 36% -33%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2.3. 港股医药本周行情 

港股医药行情：本周（2024 年 7 月 22 日-7 月 26 日）恒生医疗保健指数下

跌1.4%，较恒生指数跑赢0.9%；2024年初至今恒生医疗保健指数下跌28.3%，

较恒生指数跑输 28.1%。 

图 8：本周恒生医疗保健指数与恒生指数行情  图 9：2024 年初至今恒生医疗保健指数与恒生指数行情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港股个股行情看，本周（2024年 7月 22日-7月 26日）恒生医疗保健的 210

支个股中，44 支上涨，137 支下跌，29 支持平，本周涨幅前五的个股为：天元

医疗（46.6%）、华康生物医学（44.6%）、亮晴控股（32.7%）、歌礼制药-B

（10.2%）、联邦制药（9.1%）。 

表 7：恒生医疗保健涨跌幅 Top10（2024.7.22-2024.7.26） 

排序 代码 名称 市值（亿元） 涨幅 top10 排序 代码 名称 市值（亿元） 跌幅 top10 

1 0557.HK 天元医疗 3.4 46.6% 1 0574.HK 百信国际 6.82% 0574.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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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622.HK 华康生物医学 0.7 44.6% 2 0911.HK 前海健康 6.67% 0911.HK 

3 8603.HK 亮晴控股 5.2 32.7% 3 1345.HK 中国先锋医药 6.32% 1345.HK 

4 1672.HK 歌礼制药-B 12.1 10.2% 4 3737.HK 中智药业 6.09% 3737.HK 

5 3933.HK 联邦制药 160.6 9.1% 5 8329.HK 海王英特龙 5.84% 8329.HK 

6 2172.HK 微创脑科学 45.6 9.1% 6 6160.HK 百济神州 5.47% 6160.HK 

7 2120.HK 康宁医院 10.5 7.6% 7 1419.HK 盈健医疗 4.76% 1419.HK 

8 2552.HK 华领医药-B 13.7 7.4% 8 1518.HK 新世纪医疗 3.61% 1518.HK 

9 3689.HK 康华医疗 9.3 7.4% 9 2126.HK 药明巨诺-B 3.45% 2126.HK 

10 2159.HK 麦迪卫康 0.7 7.2% 10 0897.HK 位元堂 2.99% 0897.HK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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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风险提示 

1、行业政策风险：医药产业各细分行业都受到一定的政策影响。医保谈判、集

采、DRGs/DIP 等政策，有可能会对一些药品、器械等产品的进院、销售产生一

定的压力。 

2、供给端竞争加剧风险：我国生物医药企业过去几年蓬勃发展，医药产业实现

了很大的进步，在很大范围内实现了国产替代。但在某些医药细分领域，也出现

供给增加、竞争加剧等风险。 

3、市场需求不及预期风险：在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市场对医药行业的需求是巨

大的。但受到宏观经济环境、支付压力等因素的影响。某些细分领域的需求存在

波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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