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守正 出奇 宁静 致远 

行
业
研
究 

太
平
洋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
券
研
究
报
告 

 
2024年 08月 04日  

行业周报  
看好  / 

 
维持   

 
 

生物医药Ⅱ   

 
医药  

 
全链条支持医药创新顶层文件获批，全国多地支持政策先后落地  
 

 走势比较 

 

  

 子行业评级 

 
化学制药 无评级 

中药生产 无评级 

生物医药Ⅱ 无评级 

其他医药医

疗 

无评级 

 

 推荐公司及评级 

  

相关研究报告 

 
<<上海市支持生物医药全链条创新

发展政策点评：临床+资本全方位支

持，整体利好生物医药>>--2024-07-

31 

<<创新支持政策多地开花，创新药械

春天正在开启>>--2024-04-28 

<<创新药行业政策点评：高质量创新

化药先行，利好创新药企长期高速发

展>>--2024-02-08  
  
证券分析师：谭紫媚 

电话：0755-83688830 

E-MAIL：tanzm@tpyzq.com 

分析师登记编号：S1190520090001 

证券分析师：张懿 

电话：021-58502206 

E-MAIL：zhangyi@tpyzq.com 

分析师登记编号：S1190523100002  
 

 

报告摘要 

 
本周我们对比全国、上海、北京、广州、珠海等多地出台的医药

创新支持政策。 

 

全国医药相关创新支持政策发布时间 

 

2024 年 4 月 7 日，广州市出台《广州开发区（黄埔区）促进生物

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 

2024 年 4 月 17 日，北京市出台《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

展若干措施（2024 年）》； 

2024 年 7 月 1 日，珠海市审议通过《珠海市促进生物医药与健康

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修订）》； 

2024 年 7 月 5 日，国务院审议通过《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

方案》； 

2024 年 7 月 30 日，上海市出台《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

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 

 

五项医药创新支持政策对比分析 

 

在重点任务方面，国务院《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强

调全链条支持；北京的政策较多聚焦于提升临床研究质效、加速审评

审批，压缩药品临床试验和审批时间；上海的政策主要强调创新策源

能力、提速审评审批、释放要素资源价值；广州的政策旨在创建生物

医药政策创新试验区，建设全球顶尖研发及创新中心；珠海的政策旨

在结合生物医药企业发展各阶段，予以针对性的扶持。 

 

在研发支持方面，《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以及《北

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4 年）》对研发的支持主

要体现在立项及研发过程中给予资源倾斜以及缩短审批周期。上海、

广州以及珠海三地的政策主要对创新药和医疗器械的研发给予不同程

度的资金支持，但上海的资金支持力度较广州和珠海的力度更大。 

 

在国际化政策方面，《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主要强

调创新药的国际专利纠纷维权援助；北京侧重于建立对外交流平台，

优化药品出口流程。上海更加注重对在海外开展高水平创新产品临床

试验项目给予资金支持。广州也对首次取得 FDA 新药临床试验许可

并在广州进行转化的新药给予奖励。珠海的政策侧重于对引进国外上

市药品、医疗器械在珠海生产的企业给予相应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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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标的：（1）创新药：恒瑞医药、翰森制药、中国生物制药、

恩华药业、微芯生物、康方生物、科伦博泰生物-B、百利天恒、乐普生

物-B 等；（2）创新医械：微电生理、惠泰医疗、赛诺医疗、华大智造

等。 

 

行情回顾：本周医药板块上涨，在所有板块中排名第 4 位。本周（7

月 29 日-8 月 2 日）生物医药板块上涨 3.18%，跑输沪深 300 指数

3.91pct，跑输创业板指数 4.46pct，在 30 个中信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4

位。 

本周中信医药子板块全部上涨，其中医疗服务子板块上涨 7.58%，

化学原料药子板块上涨 7.31%。 

 

投资建议：把握“关键少数”，寻求“单品创新+出海掘金+政策催化”潜

在机遇 

（1）单品创新，渐入佳境：CNS 系列（恩华药业、丽珠集团、苑东

生物）、创新医械（微电生理、惠泰医疗、赛诺医疗）。 

 

（2）出海掘金，拨云见日：创新制药（科伦博泰生物-B、乐普生物、

百奥泰、微芯生物）、体外诊断（新产业、亚辉龙、万孚生物、华大

智造）。 

 

（3）设备更新，催化在望：迈瑞医疗、联影医疗、开立医疗、澳华内

镜、海泰新光、祥生医疗。 

 

风险提示：行业监管政策变化的风险，贸易摩擦的相关风险，市场竞

争日趋激烈的风险，新品研发、注册及认证不及预期的风险，安全性

生产风险，业绩不及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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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链条支持医药创新顶层文件获批，全国多地支持政策先后

落地 
 

(一) 全链条支持医药创新顶层文件获批 
 

2024 年 7 月 5 日， 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

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该会议指出，发展创新药关系医药

产业发展，关系人民健康福祉。要全链条强化政策保障，统筹用好价格管理、医保支付、商业保

险、药品配备使用、投融资等政策，优化审评审批和医疗机构考核机制，合力助推创新药突破发

展。要调动各方面科技创新资源，强化新药创制基础研究，夯实我国创新药发展根基。 

在此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 2024 年 7 月 30 日出台《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

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是国常会后首个响应《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的省市。除此

之外，北京、广州、珠海于 2024 年都出台了关于医药创新发展的文件，旨在通过创新驱动和产业

升级，推动医药健康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二) 全国与上海、北京、广州、珠海的医药创新政策对比 
 

1. 各地政策的重点任务对比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强调全链条支持，包括创新

药的研发、审评审批、市场准入、医保支付、资本支持等环节，以促进创新药的快速上市和广泛

应用。 

上海市发布的《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聚焦于创新策源能力提

升、临床资源赋能、审评审批加速、创新产品推广、企业服务和产业化支持、投融资支持、数据

资源价值释放、产业国际化发展等 8 个方面 37 条措施。 

《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4 年）》旨在推进创新链、产业链和政策链

的深度融合，加强创新药械全链条政策支持，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培育优质创新生态，加速医药

健康产业创新。 

《广州开发区（黄埔区）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旨在创建生物医药政策创新试

验区，建设全球顶尖研发及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创新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珠海市促进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修订）》旨在结合生物医药企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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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引进、落地、研发、产业化等各阶段，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和需求，予以针对性的扶持。 

 

图表1：各地政策的重点任务对比 

 全国 上海 北京 广州 珠海 

政策

文件 

《全链条支持创

新药发展实施方

案》 

《关于支持生物医

药产业全链条创新

发展的若干意见》 

《北京市支持创新

医药高质量发展若

干措施（2024 年）》 

《广州开发区（黄埔

区）促进生物医药产业

高质量发展办法》 

《珠海市促进生

物医药与健康产

业高质量发展若

干措施（修订）》 

时间 2024 年 7 月 5 日 2024 年 7 月 30 日 2024 年 4 月 17 日 2024 年 4 月 7 日 2024 年 7 月 1 日 

重点

任务 

加快新药研发和

成果转化 

优化创新药审评

审批机制 

加快创新药配备

使用 

提高创新药多元

支付能力 

丰富创新药投融

资支持渠道 

强化创新药全链

条数据要素资源

利用 

大力提升创新策源

能力 

推动临床资源更好

赋能产业发展 

推动审评审批进一

步提速 

进一步加快创新产

品应用推加快创新

产品应用推广 

加强为企服务和产

业化落地支持 

强化投融资支持 

释放数据要素资源

价值 

推动产业国际化发

展 

着力提升创新医药

临床研究质效 

助力加速创新药械

审评审批 

大力促进医药贸易

便利化 

加力促进创新医药

临床应用 

努力拓展创新医药

支付渠道 

鼓励医疗健康数据

赋能创新 

强化创新医药企业

投融资支持 

保障措施 

支持全球顶尖项目 

支持国家级平台成果

转化和产业化 

加速科技创新突破 

提升临床试验能力 

支持开展临床试验 

支持药械成果转化 

支持拓展海外市场 

培育中药大品种 

加快技术平台建设 

推动 CRO 集聚发展 

提升产业化能力 

推动国谈产品落地 

加速创新产品应用 

办公用房租金补贴 

优化审评审批服务 

打造共享生态 

在支持研发及产

业化方面，新增多

项奖励性措施 

在支持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方面，采

取多项奖励措施 

在完善产业发展

环境方面，着力完

善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环境，培育产

业发展生态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北京市人民政府网站，上海市人民政府网站，广州市黄浦区人民政府网站，中国珠海政府门户网站，太平洋
证券整理 

 

2. 各地研发支持政策对比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以及《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

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4 年）》对研发的支持主要体现在立项及研发过程中给予资源倾斜以及

缩短审批周期，但两项政策均没有公布具体的资金支持金额。在审批周期方面，前者将临床试验

默示许可时限从申请受理之日起 60 日缩短至 40 日，沟通交流会议等待时限缩短至 30 日内；后者

将临床试验启动整体用时压缩至 28 周以内，并推动实施“药品补充申请审评时限从 200 日压缩至

60 日、药品临床试验审批时限从 60 日压缩至 30 日”的国家创新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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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广州和珠海对研发的政策支持主要体现为对创新药和医疗器械的研发给予不同程度的

资金支持。但上海的资金支持力度较广州和珠海的更大。例如在创新药研发支持政策上，广州的

政策规定临床试验研发费用投入 1000 万元以上的创新药，才可根据其临床研发进度，分阶段最高

按实际投入临床研发费用的 40%给予资助。而上海的政策没有设置最低研发投入，并且对其中仅

需完成早期临床试验、确证性临床试验的细胞与基因治疗 1 类新药，按照规定择优给予最高分别

1500 万元、3000 万元支持。 

 

图表2：各地研发支持政策对比 

 全国 上海 北京 广州 珠海 

政策

文件 

《全链条支持创新

药发展实施方案》 

《关于支持生物医

药产业全链条创新

发展的若干意见》 

《北京市支持创

新医药高质量发

展若干措施（2024

年）》 

《广州开发区（黄

埔区）促进生物医

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办法》 

《珠海市促进生物医

药与健康产业高质量

发展若干措施（修

订）》 

时间 2024 年 7 月 5 日 2024 年 7 月 30 日 2024 年 4 月 17 日 2024 年 4 月 7 日 2024 年 7 月 1 日 

研究

转化

及产

业落

地 

优选新靶点、新机

制、新结构、新技术

和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填补临床诊疗

空白的创新药纳入

创新药重点研发目

录，在科技立项、研

发攻关、审评审批、

园区配套、产业引

导资金等方面给予

早期介入和接续支

持。 

合 同 研 发 机 构

(CRO)为高校科研

院所提供新药临床

前研究服务，按照

规定给予每个项目

年度贴息金额最高

1000 万元支持。 

用好北京市医药

健康产业投资基

金，带动社会投

资，推动一批具有

战略性、前沿性的

全球原创技术和

品种在京转化，支

持一批有重大潜

在产值贡献的创

新药械、细胞与基

因治疗、数字医疗

等领域产业项目

落地并实现产品

快速上市。 

市、区按 1:1 比例对

项目最高按总投资

额 30%予以支持，

单个项目支持金额

不超过 1 亿元。 

对初次认定的国家、

省技术创新中心，分

别给予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200 万元的

奖励。对初次认定的

省新型研发机构，一

次性给予 150 万元的

奖励。对获得生物医

药与健康领域省级制

造业创新中心认定

的，奖励 500 万元，升

级为国家级制造业创

新中心的，再奖励 500

万元。 

创新

药研

发支

持 

将审评审批资源更

多向高价值创新药

倾斜，对前沿技术

和重点领域予以早

期关注，在研发攻

关过程中给予 “提

前介入、一企一策、

对开展国内 I 期、Ⅱ

期、Ⅲ期临床试验

并实现产出的 1 类

新药，按照规定对

不同阶段择优给予

不超过研发投入的

40% ， 最 高 分 别

1000 万元、2000 万

引导金融体系为

初创期创新医药

企业提供创业投

资、担保增信，推

动更多资金投早、

投小。综合运用知

识产权和股权质

押融资、研发贷、

对创新药、改良型

新药和生物类似

药，在国内临床试

验研发费用投入

1000 万元以上的，

根据其临床研发进

度，分阶段最高按

实际投入临床研发

对化学药品 1-2 类、生

物制品（按药品管理

的诊断试剂除外）、中

药（中药创新药、中药

改良型新药），根据研

发各阶段成果给予奖

励。对完成 I、II、III 

期临床试验阶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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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指导、研审联

动。 

元、3000 万元支持；

对其中仅需完成早

期临床试验、确证

性临床试验的细胞

与基因治疗 1 类新

药，按照规定择优

给予最高分别 1500

万元、3000 万元支

持。每个单位每年

累计支持金额最高

1 亿元。 

供应链金融等产

品，推动成长期创

新医药企业扩大

生产、创新研发、

成果转化。 

对符合条件的新

药新技术费用，不

计入 DRG 病组支

付标准，单独支

付。 

费用的 40%给予资

助：完成Ⅰ、Ⅱ、Ⅲ期

临床试验的，经认

定，分别给予最高

1000 万元、2000 万

元、3000 万元扶持，

单个企业每年最高

资助 1 亿元。 

对取得国家药监局

（NMPA）药物临

床批件的药物，每

个批件最高资助 50

万元。对获得药品

注册证书的药品，

每个品种给予最高

1000 万元一次性资

助。对已上市药品

通过仿制药质量和

疗效一致性评价或

被列为参比制剂

的，每个品种给予

100 万元资助。单个

企业每年最高资助

2000 万元。 

对获得新兽药注册

证书的一、二、三类

产品，每个证书分

别给予 100 万元、

60 万元、40 万元一

次性资助，单个企

业每年最高资助

200 万元。 

成关键性临床试验可

根据实际情况判定视

为完成 I、II 或 III 期

临床），分别给予最高

300 万元、500 万元和

1000 万元一次性奖

励。对创新药研发期

间获得突破性疗法和

附条件批准的，再给

予 100 万元奖励。单

个企业每年新药研发

相关奖励最高不超过

2000 万元。 

对创新药研发期间获

得突破性疗法和附条

件批准的，再给予 100

万元奖励。 

创新

器械

研发

支持 

暂未提到 对进入国家和上海

市创新医疗器械特

别审查程序的产

品，按照规定给予

最高 300 万元支持；

以上产品首次取得

充分发挥国家和

市级创新服务站

作用，对创新医疗

器械企业的审评

服务前置，2024 年

对已上市药品通过

仿制药质量和疗效

一致性评价或被列

为参比制剂的，每

个品种给予 100 万

元资助。单个企业

对新取得医疗器械首

次注册证书并实现销

售的第二类医疗器械

产品，给予最高 100万

元奖励。对新取得医

疗器械首次注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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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证并落地生产

的，按照规定再给

予不超过研发投入

的 40%,最高 800 万

元支持。每个单位

每年累计支持金额

最高 3000 万元。 

新增 10 个创新医

疗器械获批上市。 

每年最高资助 2000

万元。对首次获得

第二、三类医疗器

械注册证的产品，

给予最高 100 万元

一次性资助，单个

企业每年最高资助

1000 万元。 

并实现销售的第三类

医疗器械产品，给予

最高 200 万元奖励。

对通过国家、省级创

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

程序首次获得二、三

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书

的产品，再给予 100万

元奖励。单个企业每

年医疗器械相关资助

最高不超过 1000 万

元。 

对通过国家、省级创

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

程序首次获得二、三

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书

的产品，再给予 100万

元奖励。 

临床

试验

支持 

优先支持研发目录

内品种，将临床试

验默示许可时限从

申请受理之日起 60

日缩短至 40 日，沟

通交流会议等待时

限缩短至 30 日内。 

推动医疗机构完善

临床试验团队的薪

酬分配机制，支持

将临床研究工作及

其成果作为职称评

审、岗位竞聘、绩效

考核等的重要参

考。允许将符合条

件的临床试验主持

项目视同于市级科

研课题。 

将临床试验启动

整体用时压缩至

28 周以内，并持续

加速。 

推动实施“药品补

充申请审评时限

从 200 日压缩至

60 日、药品临床试

验审批时限从 60

日压缩至30日”的

国家创新试点。 

对符合国家药物临

床试验质量管理规

范（GCP）的临床试

验机构，每新增 1个

GCP 专业学科给予

30 万元扶持，单个

机构每年最高 150

万元。 

按机构为本区医药

企业提供新药临床

试验年度服务收入

总金额 5%给予扶

持，单个机构每年

最高 300 万元。 

制定临床研究科研成

果转化奖励政策，鼓

励医疗机构牵头或参

与临床试验，缩短创

新药械研发周期。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北京市人民政府网站，上海市人民政府网站，广州市黄浦区人民政府网站，中国珠海政府门户网站，太平洋
证券整理 

 

3. 各地国际化政策对比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主要强调创新药的国际专利

纠纷维权援助；北京侧重于建立对外交流平台，优化药品出口流程，2024 年推动 5 个品种“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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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上海更加注重对海外临床项目的资金支持，对在海外开展高水平创新产品临床试验项目，按

照规定择优给予最高 2000 万元支持。广州也对首次取得 FDA 新药临床试验许可并在广州进行转

化的新药，给予 30 万元资助；对新取得 FDA 批准，获得境外上市资质并在相关国外市场实现销

售的药品，每个品种给予最高 100 万元一次性资助。珠海对引进国外上市药品、医疗器械在珠海

生产，或按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MAH）、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承担生产企业给予相关奖励。 

 

图表3：各地的国际化政策对比 

 全国 上海 北京 广州 珠海 

政策

文件 

《全链条支持创

新药发展实施方

案》 

《关于支持生物医

药产业全链条创新

发展的若干意见》 

《北京市支持创新

医药高质量发展若

干措施（2024 年）》 

《广州开发区（黄

埔区）促进生物医

药产业高质量发

展办法》 

《珠海市促进生物医

药与健康产业高质量

发展若干措施（修订）》 

时间 2024 年 7 月 5 日 2024 年 7 月 30 日 2024 年 4 月 17 日 2024 年 4 月 7 日 2024 年 7 月 1 日 

国际

化政

策 

充分利用专利合

作条约（PCT）知

识产权保护协调

机制，为创新药国

际专利纠纷提供

维权援助。 

支持符合条件的合

同研发机构 (CRO)

对接国际标准开展

临床试验服务能力

提升项目，按照规

定对每个项目择优

给予最高 100 万元

支持。对在海外开

展高水平创新产品

临床试验项目，按

照规定择优给予最

高 2000 万元支持。

每个单位每年累计

支持不超过 1 亿元。 

提高通关便利化程

度，2024 年增加进

口药品品种 5 个以

上。 

推动企业更广泛深

入参与国际合作，

建立对外交流平

台，优化药品出口

流程，2024 年推动

5 个品种“走出去”。 

对首次取得美国

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新药临床

试验许可并在本

区进行转化的新

药，给予 30 万元

资助，单个企业每

年最高资助 200

万元。对新取得

FDA 批准，获得境

外上市资质并在

相关国外市场实

现销售的药品，每

个品种给予最高

100 万元一次性资

助。 

对引进国外上市药品、

医疗器械在珠海生产，

或按药品上市许可持

有人制度（MAH）、医

疗器械注册人制度承

担生产，单品种累计销

售额不低于 2000 万元

的，按照不超过项目设

备购置额（不含税）的

15%给予奖励，单个企

业 每 年 奖 励 不 超 过

1000 万元。 

其他

亮点 

完善重点地区医

疗机构考核机制，

增加创新药配备

使用评价指标。 

释放数据要素资源

价值。 

努力拓展创新医药

支付渠道。 

推动 CRO 聚集发

展。 

支持企业纳入国家药

械产品集中带量采购。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北京市人民政府网站，上海市人民政府网站，广州市黄浦区人民政府网站，中国珠海政府门户网站，太平洋
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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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政策亮点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提到完善重点地区医疗机构

考核机制，增加创新药配备使用评价指标。支持对应用目录内医保品种单列年度预算、单设考核

指标，合理增加创新药使用规模。 

上海市发布的《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了释放数据要素资

源价值；建立队列研究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完善医疗医保数据资源合作利用机制、打造高质量语

料库和行业数据集、推动行业数据安全合规流动。 

《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4 年）》努力拓展创新医药支付渠道；鼓励

商业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医药企业合作，开发具有针对性的、覆盖创新药械和健康管理服务的

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建立“北京普惠健康保”特药清单动态调整机制，结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

特药使用情况，动态调整保障范围，确保符合条件的创新药品“应进尽进”。 

《广州开发区（黄埔区）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通过给予住房补贴推动 CRO 集

聚发展；对在本区租用自用办公用房且未享受过本区租金补贴的 CRO，当年营业收入 1 亿元以上

且同比实现正增长的，按照实际租金的 80%给予补贴。单个企业每年最高补贴 100 万元，最多补

贴 3 年。 

《珠海市促进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修订）》还对企业纳入国家药械产

品集中带量采购给予资金支持；对中标品种按当年采购总金额的 3%予以资助，单个品种资助最高

不超过 300 万元，单个企业每年资助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综合梳理医药创新相关支持政策，我们认为创新药械将迎来新一轮大发展，推荐标的： 

（1）创新药：恒瑞医药、翰森制药、中国生物制药、恩华药业、微芯生物、康方生物、科伦

博泰生物-B、百利天恒、乐普生物-B 等；（2）创新医械：微电生理、惠泰医疗、赛诺医疗、华大

智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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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业观点及投资建议：创新仍是医药领域重要投资主线 
 

 

1、单品创新，渐入佳境 

（1）CNS 系列：千亿市场有望孕育多个大单品。相关标的：恩华药业、丽珠集团、苑东生物。 

（2）创新医械：从微创新向全面创新稳步迈进。相关标的：微电生理、惠泰医疗、赛诺医疗。 

 

2、出海掘金，拨云见日 

（1）创新制药：携手外企打造全球药品发展生态，把握“突破性+确定性”。相关标的：科伦 

博泰生物-B、乐普生物、百奥泰、微芯生物。 

（2）体外诊断：产品积累从量变到质变，迈向海外市场开启新征程。相关标的：新产业、亚

辉龙、万孚生物、华大智造。 

 

3、设备更新，催化在望 

相关标的：迈瑞医疗、联影医疗、开立医疗、澳华内镜、海泰新光、祥生医疗。 

 

风险提示：行业监管政策变化的风险，贸易摩擦的相关风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风险，新

品研发、注册及认证不及预期的风险，安全性生产风险，业绩不及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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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板块行情 
 

(一) 本周板块行情回顾：板块整体上涨 3.18%，子板块医疗服务涨幅居

前 
 

1. 本周生物医药板块走势：板块整体上涨 3.18%，子板块医疗服务涨幅居前，医疗器

械涨幅居后 

行情回顾：本周医药板块上涨，在所有板块中排名第 4 位。本周（7 月 29 日-8 月 2 日）生物

医药板块上涨 3.18%，跑赢沪深 300 指数 3.91pct，跑赢创业板指数 4.46pct，在 30 个中信一级行

业中排名第 4 位。 

本周中信医药子板块全部上涨，其中医疗服务子板块上涨 7.58%，化学原料药子板块上涨

7.31%，分别位居第一与第二。 

 

图表4：本周中信医药指数走势 
 

图表5：本周生物医药子板块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证券整理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证券整理 

 

个股涨跌幅方面：本周涨幅前五的标的，包括香雪制药 （+73.25%）、河化股份（+47.62%）、

*ST 吉药（+39.46%）、睿智医药（+29.38%）和舒泰神（+29.12%）；本周跌幅前五的标的，包括

一品红（-14.83%）、老百姓（-11.25%）、博瑞医药（-10.76%）、贵州三力（-8.18%）和太极集

团（-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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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本周中信各大子板块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证券整理 

 

2. 医药板块整体估值上升，溢价率上升 

 

医药板块整体估值上升，溢价率上升。截止 2024 年 8 月 2 日，医药板块整体估值（历史 TTM，

整体法，剔除负值）为 24.33，环比前一周上升 0.71。医药行业相对沪深 300 的估值溢价率为 116.84%，

环比上升 7.63 个百分点。 

 

本周医药子板块估值走势转强。子行业市盈率方面，中药饮片（70.89X）、化学制剂（28.40X）

和医疗器械（28.12X）居于前三位。本周医药子板块估值均上升，医疗服务、中药饮片、化学原

料药、生物医药、化学制剂、医药流通、中成药、医疗器械子板块的估值分别变化+2.57、+2.54、

+1.45、+0.83、+0.77、+0.19、+0.1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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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2010 年至今医药板块整体估值溢价率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证券整理 

 

图表8：2010 年至今医药各子行业估值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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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沪深港通资金持仓变化：医药北向资金增加 
 

北上资金：A 股医药股整体，截至 2024 年 8 月 2 日，陆港通医药行业投资 1344.02 亿元，相

对 2024 年 7 月 26 日增加了 32.56 亿元；医药持股占陆港通总资金的 7.55%，占比增加了 0.17pct。 

子板块方面，本周医疗服务 II（9.14%，+1.01pct）、化学制药（27.63%，+0.61pct）、生物制

品 II（8.20%，+0.22pct）占比上升；医疗器械 II（34.38%，-1.55pct）、医药商业 II（7.20%，-0.23pct）、

中药 II（13.45%，-0.07pct）占比下降。 

 

图表9：医药行业北上资金变化情况 
 

图表10：医药行业北上资金分板块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证券整理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证券整理 

 

个股方面，A 股医药股持股市值前五为迈瑞医疗、恒瑞医药、药明康德、益丰药房和东阿阿

胶。净增持金额前三为药明康德、迈瑞医疗、恒瑞医疗；净减持金额前三为云南白药、兴齐眼药、

凯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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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1：北上资金陆港通持股市值情况（亿元） 
 

图表12：北上资金陆港通本周持股市值变化（亿元）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证券整理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证券整理 

 

南下资金：H 股医药股持股市值前五为康方生物-B、信达生物、药明生物、石药集团和金斯

瑞生物科技。净增持金额前三为药明生物、信达生物和药明康德；净减持金额较多的前三名为海

吉亚医疗、金斯瑞生物科技、翰森制药。 

 

图表13：南下资金港股通持股市值情况（亿元） 
 

图表14：南下资金港股通本周持股市值变化（亿元）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证券整理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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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公司盈利预测表 
 

代码 名称 最新评级 
EPS PE 股价 

2023 2024E 2025E 2026E 2023 2024E 2025E 2026E 2024/08/02 

300760 迈瑞医疗 买入 9.6  11.5  13.8  16.5  28.0  23.3  19.4  16.2  260.35 

688271 联影医疗 买入 2.4  2.9  3.5  4.4  48.5  40.1  32.8  26.5  113.30 

688617 惠泰医疗 买入 8.0  7.2  9.7  12.7  39.7  43.9  32.8  25.0  332.51 

688351 微电生理 买入 0.0  0.1  0.2  0.3  1767.8  274.2  132.9  80.2  22.03 

300832 新产业 买入 2.1  2.6  3.4  4.3  29.9  23.8  18.7  14.8  65.32 

688575 亚辉龙 买入 0.6  0.8  1.1  1.4  31.3  23.4  17.5  13.6  19.02 

300482 万孚生物 买入 1.1  1.4  1.8  2.2  22.2  17.7  13.8  11.0  24.25 

688114 华大智造 买入 (1.5) (0.7) 0.1  0.5  (28.7) (64.3) 346.5  77.2  43.73 

300633 开立医疗 买入 1.1  1.3  1.7  2.2  34.2  27.0  21.1  16.6  35.16 

688212 澳华内镜 买入 0.4  0.8  1.3  2.1  100.4  53.5  32.7  20.8  43.20 

688677 海泰新光 买入 1.2  1.7  2.3  2.9  26.8  18.4  14.1  11.1  32.24 

688358 祥生医疗 买入 1.3  1.9  2.5  3.1  19.2  13.4  10.2  8.0  25.48 

002262 恩华药业 买入 1.0  1.2  1.5  1.8  22.7  18.9  15.6  12.9  26.39 

000513 丽珠集团 买入 2.1  2.4  2.7  3.0  17.3  15.4  13.7  12.1  36.15 

688177 百奥泰 买入 (1.0) (0.3) 0.4  1.8  (20.9) (73.0) 45.4  11.3  21.57 

688108 赛诺医疗 买入 (0.1) 0.0  0.1  0.2  (80.1) 346.0  65.2  32.2  8.18 

688513 苑东生物 买入 1.1  1.3  1.7  2.2  34.2  27.0  21.1  16.6  32.01 

02157 乐普生物-B 买入 (1.0) (0.3) 0.4  1.8  (20.9) (73.0) 45.4  11.3  3.00 

06990 
科伦博泰生

物-B 
买入 

(0.1) 0.0  0.1  0.2  (80.1) 346.0  65.2  32.2  
154.60 

688506 百利天恒 买入 (1.95) (10.46) 1.19 1.24 (71.88) 15.47 136.04 131.01 178.27 

688321 微芯生物 买入 0.22 （0.31） （0.12） 0.11 101.62 （58.19） 
（152.75

） 
170.52 17.98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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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1、行业评级 

看好：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高于沪深 300 指数 5%以上； 

中性：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介于沪深 300 指数-5%与 5%之间； 

看淡：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低于沪深 300 指数 5%以下。 

2、公司评级 

买入：预计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在 15%以上； 

增持：预计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5%与 15%之间； 

持有：预计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5%与 5%之间； 

减持：预计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5%与-15%之间； 

卖出：预计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低于-1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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