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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关注政策利好板块的投资机会 

 DRGs 持续推行下，关注手术、门诊相关关注精麻等手术刚需用药，以及门诊场

景的用药检测相关标的。医保支付范围内受益于病种结构调整和费用结构调整，

我们预计部分药品、耗材将放量，相关标的包括：1）手术刚需麻醉药相关标

的：人福医药、恩华药业、苑东生物等；2）门诊场景的用药与检测相关标的：

九典制药、英诺特等。 

 药品控费的背景下，关注竞争结构良好，价格端支撑力度强的行业与标的。1）

血制品：资源品属性，具有极高的牌照壁垒，行业头部集中，竞争格局良好，因

上游采浆量的天然限制，供给受限因而白蛋白、静丙等主要品种价格端支撑力

强；2）维生素：A/E/D3涨价趋势形成，7-8月国内维生素厂家停产检修，供应紧

张，海运运费上涨，其中维生素 D3 上游高度集中，价格有望持续上涨。 

 建议持续关注创新能力强、临床价值显著的创新药及其相关产业链标的。我们认

为在创新药全链条支持政策各地逐渐落地的背景下，叠加 DRG2.0 对高费用病例

的明确、医保基金预付制的进一步推进下医院支付能力的提升，以及海外降息预

期带来投融资环境的改善，我们认为创新药及其相关产业链具有较高的配置价

值。 

 行情回顾：2024 年 7 月 29日-8 月 2日，申万医药生物板块指数上涨 3.2%，跑赢

沪深 300 指数 3.9%，医药板块在申万行业分类中排名第 4 位；2024 年初至今申

万医药生物板块指数下跌 21.0%，跑输沪深 300 指数 21.0%，在申万行业分类中

排名第 26 位。本周涨幅前五的个股为香雪制药（73.25%），*ST 吉药（39.4

6%）、睿智医药（29.38%）、舒泰神（29.12%）、景峰医药（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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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恩华药业、派林生物、和黄医药、康方生物、仙琚制

药、鱼跃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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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医药配置思路需紧跟政策导向 

1.1. DRGs 持续推行下，关注手术、门诊相关标的 

DRGs 持续推进促使医疗机构优化收入结构。在于 2024年 7月 23日召开的

国家医保局举行按病组（DRG）和病种分值（DIP）付费 2.0 版分组方案新闻发

布会中，医疗机构收入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与医疗服务收入占比的持续提升继续被

作为政策推进的重点方向。根据《2022 年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国家监测

分析情况》，2022 年我国三级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收入占医疗收入比例仅为 28.7%，

与十四五末达 40%，十五五末达 60%的目标仍有一定差距。在政策背景下，拓

展高轮转率的日间、微创手术，三四级手术，以及加速推进门诊场景的 APG 付

费成为医院扩大收益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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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DRG/DIP 付费背景下医院行为详细影响拆解  

 
资料来源：国家医保局《国家医疗保障疾病诊断相关分组(CHS-DRG) 分组与付费技术规范》，浙江省医保局，德邦研

究所 

新政下关注精麻等手术刚需用药，以及门诊场景的用药检测相关标的。医保

支付范围内受益于病种结构调整和费用结构调整，我们预计部分药品、耗材将放

量，相关标的包括：1）手术刚需麻醉药相关标的：人福医药、恩华药业、苑东

生物等；2）门诊场景的用药与检测相关标的：九典制药、英诺特等。 

1.2. 关注竞争结构良好，价格端支撑力度强的行业 

药品控费的背景下，关注竞争结构良好，价格端支撑力度强的行业与标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4 年 7 月，我国 PMI 为 49.4%，比上月环比下

降 0.1 个百分点，通缩仍在持续，对于医药行业，叠加 DRGs 等医保支付端控费

政策的推行，因此价格端具有强力支撑的行业较为稀缺。建议关注需求旺盛，竞

争格局良好的行业，推荐持续关注 1）血制品：资源品属性，具有极高的牌照壁

垒，行业头部集中，竞争格局良好，因上游采浆量的天然限制，供给受限因而白

蛋白、静丙等主要品种价格端支撑力强；2）维生素：A/E/D3 涨价趋势形成，7-

8 月国内维生素厂家停产检修，供应紧张，海运运费上涨，其中维生素 D3 上游

高度集中，价格有望持续上涨。 

推荐标的：1）血制品行业重点关注相关个股：天坛生物、派林生物、博雅

生物等；2）维生素行业重点关注相关个股：浙江医药、新和成、花园生物等。 

图 2：2023 年采浆量竞争格局  图 3：2023 年在采浆站数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各公司年报，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各公司年报，前瞻产业研究院，德邦研究所 

注：2022 年浆站数不足 300 家，2023 年新增 33 家，按 2023 年 333 家计算 

图 4：维生素 E（50%,国产）价格（元/公斤）  图 5：维生素 D3（50 万 lU/g,国产）价格（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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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1.3. 政策边际向好，持续关注创新药及其产业链 

创新药全链条支持政策各地陆续落地，政策边际向好。2024 年 7 月 30 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的若干意

见》，从大力提升创新策源能力、推动临床资源更好赋能产业发展、强化投融资

支持等多个方向对创新药研发、临床、支付、融资等多个方面给予扶持政策。这

是继北京、广州、珠海等地之后又一全面完善的创新药支持政策的落地，我们认

为，创新药及其产业链的发展将持续成为国家及各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点布局。 

表 1：北京、上海、广州、珠海四地创新药支持政策梳理  

地区 北京 上海 广州 珠海 

政策名称 

《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

发展若干措施（2024年）》 

《北京市加快医药健康协同创

新行动计划（2024-2026年）》 

《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全链

条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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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求意见稿)》 

印发时间 2024.4.17/2024.5.23 2024.7.30 2024.4.7 2024.4.1 

期限 2024-2026 2024-2029 2024-2027 2024-2027 

重点方向 

细胞基因治疗、脑机接口、合

成生物学、生殖健康疾病、疑

难罕见疾病、基因编辑 

细胞与基因治疗、mRNA、合成

生物、再生医学、高端医疗器

械、先进制药装备及材料、现

代中药研制 

创新药、改良型新药、生物类

似药、创新器械、现代化中

药、CRO 

创新药、创新器械、仿制药、

高端制剂、CRO 

科研转化 

打造 5-10个基础与临床相结

合的研究基地，引导新建医院

加强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

支持提前谋划科技成果转化的

功能布局。 

建立贴息支持机制，CRO为高

校科研院所提供新药临床前研

究服务，年度贴息金额最高

1000万元支持，支持高水平医

院开展医学创新和成果转化，

允许医院将无形资产作价入股

形成的股权交由研究院代持并

获得相应股权收益。 

支持国家实验室、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国际大科学计划

的前沿高端创新成果转化和产

业化项目落地建设，经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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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出台

相关政策赋予医疗机构享有科

技成果自主处置权，明确科技

成果定价方式，完善国有资产

管理，完善激励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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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药研

发支持 

稳定支持生命科学领域新型研

发机构，打造 5-10个基础与

临床相结合的研究基地。 

开展国内Ⅰ期、Ⅱ期、Ⅲ期临

床试验并实现产出的１类新

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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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万元、3000

万元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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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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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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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化学药品 1-2类、生物制

品、中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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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给

予最高 300万元、500万元和

100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获得

药品注册证书并实现销售的，

按药品注册分类标准给予最高

1000万元奖励。对创新型高端

制剂单品种首个注册证书再给

予 100万元奖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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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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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企业每年最高资助 2000

万元。 

创新器械

研发支持 

推动国际高端医疗器械产线落

地，促进进口产品在京生产，

提升医疗器械产值在医药工业

中的占比。 

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

序的产品，最高 300万元，以

上产品首次取得注册证并落地

生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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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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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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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审批 

医学伦理审查结果互认； 

将临床试验启动用时压缩至 25

周以内 

医学伦理审查结果互认，临床

试验启动前医疗机构内部整体

用时压缩至 25周以内；医学

伦理审查主审机构受理后 15

个工作日内开展审查并出具意

见，鼓励开发各种临床试验和

产品责任保险，对投保企业给

予实际缴纳保费的 50%，最高

分别 50万元、100万元支持。 

    

注册审批 

建立全流程服务工作机制； 

对接 NMPA，引导检测检验、临

床试验和注册申报服务等第三

方机构集聚发展。 

药品补充申请审评时限压缩至

60个工作日、药物临床试验申

请审评审批时限压缩至 30个

工作日。 

强化注册审评跨前指导服务。 

加快第二类医疗器械注册审

评。 

梳理本区创新药、创新医疗器

械等重点研制产品项目清单，

积极推动清单内项目列入省药

监局“三重”创新服务名单，

加快产品上市进程。组织邀请

国家、省药监局及相关部门、

高校及专家，为企业产品审评

审批提供事前事中指导和服

务。 

  

入院支持 

推动医疗机构建立定期召开药

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工

作会议的长效机制，加强服务

创新药申报进入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有关工作，市属医院对纳

入医保目录的药品本着“应配

尽配”原则尽快入院，创新医

疗器械可随时申报新增医疗服

务价格项目，满足条件的，机

构可申请统一定价和医保论

证。 

持续更新“新优药械”产品目

录，在国家医保药品和“新优

药械”产品更新发布１个月

内，上海市医疗机构将相应创

新药械以“应配尽配”原则配

备使用。医疗机构不得以用药

数量、药/耗占比等原因限制

创新药械入院。 

支持创新产品市场拓展，建立

创新产品市场应用机制，制定

发布创新药品/医疗器械目

录，鼓励和支持医疗机构采购

使用纳入目录的产品；对二级

以上医疗机构，用药目录每新

增 1个创新药品/医疗器械目

录中创新药的，给予医疗机构

20万元资助；同时，按采购创

新药品/医疗器械目录品种金

额 20%给予资助。每家医院每

年最高资助 300万元。 

推广应用创新医药产品。支持

我市生物医药企业创新产品优

先纳入医保目录，鼓励医疗机

构优先使用。 

医保支付 

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双通

道”，创新药械及相关技术服

务纳入本市疾病诊断相关分组

（CHS-DRG）付费除外支付范

围。 

对于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和创新

医疗器械涉及的诊疗项目，实

行医保预算单列支付、在

DRG/DIP改革中单独支付；对

符合条件的高价值创新医疗器

械、创新医疗服务项目，在

DRG/DIP改革中独立成组、提

高支付标准、不受高倍率病例

数限制。对符合规定的“新优

药械”产品，及时研究纳入医

保支付范围。 

    

融资支持 
市医药健康产业投资基金撬动

社会风险投资每年 200亿元。 
母基金 225亿+各项财政支持   

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推

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以科技

项目形式支持我市企业与高校

以及科研机构合作，形成一批

技术自主可控的生物医药领域

原创性科技成果。 

企业支持 

支持企业设立海外研发中心、

创新基金，开展全球投资和并

购，支持营收规模 10-20亿元

企业加速发展，力争三年内有

15家企业实现营收规模 50亿

元以上。 

支持企业单独或联合设立企业

风险投资(CVC)； 

设立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并购

基金，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

做大做强。 

多形式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师、战

略科学家领衔的具备颠覆性技

术创新突破、应用前景明确广

阔的若干生物医药顶尖项目，

在项目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和

产业化阶段，按“一事一议”

原则由市、区共同给予人才奖

励、研发和产业化奖励、投资

对获评为广东省生物医药领域

培育园区、示范园区、特色产

业园的园区运营机构，给予

100万元一次性奖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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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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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支持 

孵育新增 20家以上科学家领

衔创办的前沿技术企业，吸引

战略科学家在京组建研究团队

和实验室；加强脑机接口、合

成生物制造等领域顶尖人才引

进，加大医药与人工智能等领

域的交叉学科高端人才引进力

度 

支持拥有核心知识产权的全球

顶尖科学家和大师级人物在沪

开展颠覆性理论和技术突破，

按照“一事一议”原则给予支

持。 

入股、贴息贷款等全链条支

持，最高支持额度 50亿元，

支持期限最长 5年，涉及财政

资金支持部分按 1:1比例予以

分担。 

健全人才保障机制。建立完善

多层次生物医药产业人才培养

体系，强化生物医药产业相关

学科建设。鼓励校企联合开展

专业人才培养，完善生物医药

人才职称评定和晋升通道。支

持企业引进生物医药领域高水

平管理、研发、服务等紧缺人

才，在住房保障、子女就学、

医疗保健等方面提供保障服

务。 
 

资料来源：各地政府官网，德邦研究所 

建议持续关注创新能力强、临床价值显著的创新药及其相关产业链标的。我

们认为在创新药全链条支持政策各地逐渐落地的背景下，叠加 DRG2.0 对高费用

病例的明确、医保基金预付制的进一步推进下医院支付能力的提升，以及海外降

息预期带来投融资环境的改善，我们认为创新药及其相关产业链具有较高的配置

价值。重点关注：和黄医药、康方生物。 

2. 医药板块周行情回顾及热点跟踪（2024.7.29-8.2） 

2.1. A 股医药板块本周行情 

医药板块表现：本周（2024 年 7 月 29 日-8 月 2 日）申万医药生物板块指数

上涨 3.2%，跑赢沪深 300 指数 3.9%，医药板块在申万行业分类中排名第 4 位；

2024 年初至今申万医药生物板块指数下跌 20.8%，跑输沪深 300 指数 19.4%，

在申万行业分类中排名第 24 位。 

 

图 6：本周申万医药板块与沪深 300 指数行情  图 7：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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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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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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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化学原料药 5.93%、化学制

剂 4.40%、医药生物 3.21%、生物制品 II 2.91%、中药 II 1.62%、医药商业 II-

0.87%、医疗器械 II 0.61%。 

图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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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申万医药板块整体估值为26.8，

较前一周增长 3.4%，较 2024 年初下降 5.1%，在申万一级分类中排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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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申万各板块估值情况（2024 年 8 月 2 日，整体 TTM 法）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图 11：申万医药子板块估值情况（2024 年 8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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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4.1 亿元，占 A

股整体成交额的 7.1%，医药板块成交额较上个交易周期（7.22-7.26）提升

28.5%。2024 年初至今申万医药板块合计成交额为 80516.6 亿元，占 A 股整体

成交额的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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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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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支上涨，4

6支下跌，10支持平，本周涨幅前五的个股为香雪制药（73.25%），*ST吉药（3

9.46%）、睿智医药（29.38%）、舒泰神（29.12%）、景峰医药（28.32%）。 

表 2：申万医药板块涨跌幅 Top10（2024.7.26-202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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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147.SZ 香雪制药 37.7 73.25% 1 300723.SZ 一品红 72.5 -14.83% 

2 300108.SZ *ST 吉药 13.7 39.46% 2 603883.SH 老百姓 103.2 -11.25% 

3 300149.SZ 睿智医药 25.1 29.38% 3 688166.SH 博瑞医药 111.1 -10.76% 

4 300204.SZ 舒泰神 35.2 29.12% 4 603439.SH 贵州三力 47.9 -8.18% 

5 000908.SZ 景峰医药 19.5 28.32% 5 600129.SH 太极集团 135.0 -6.55% 

6 301075.SZ 多瑞医药 15.7 27.58% 6 600557.SH 康缘药业 82.7 -6.20% 

7 600721.SH 百花医药 27.4 25.83% 7 002223.SZ 鱼跃医疗 353.9 -6.14% 

8 000518.SZ 四环生物 24.1 25.81% 8 600422.SH 昆药集团 112.7 -5.70% 

9 300583.SZ 赛托生物 25.2 24.94% 9 000915.SZ 华特达因 63.1 -4.57% 

10 002898.SZ 赛隆药业 18.4 23.14% 10 000078.SZ 海王生物 67.4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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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亿元。

从沪（深）股通买入金额情况来看，排名前五分别为东阿阿胶、迈瑞医疗、新和

成、博雅生物和科伦药业。减持前五分别为云南白药、凯莱英、兴齐眼药、益丰

药房和海尔生物。 

表 3：沪（深）股通本周持仓金额增持前十（2024.7.29-202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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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423.SZ 东阿阿胶 306.0 11.76% 0.82% 11.77% 0.82% 2.9 

300760.SZ 迈瑞医疗 3156.6 11.55% 0.06% 11.55% 0.05% 1.4 

002001.SZ 新和成 668.3 4.83% 0.19% 4.89% 0.19% 1.2 

300294.SZ 博雅生物 160.0 6.03% 0.67% 7.15% 0.80% 1.0 

002422.SZ 科伦药业 497.3 6.37% 0.15% 7.81% 0.18% 1.0 

300832.SZ 新产业 513.2 2.25% 0.18% 2.53% 0.20% 0.9 

600380.SH 健康元 197.9 6.40% 0.35% 6.40% 0.35% 0.8 

688166.SH 博瑞医药 111.1 1.52% 0.21% 1.52% 0.21%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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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61.SZ 长春高新 374.5 2.67% 0.21% 2.72% 0.22% 0.6 

688617.SH 惠泰医疗 323.6 3.89% 0.25% 3.89% 0.25% 0.6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表 4：沪（深）股通本周持仓金额减持前十（2024.7.29-202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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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38.SZ 云南白药 901.6 3.49% -0.09% 3.52% -0.08% -1.4 

002821.SZ 凯莱英 265.3 2.56% -0.51% 2.67% -0.53% -1.4 

300573.SZ 兴齐眼药 212.2 2.13% -0.48% 2.78% -0.62% -1.2 

603939.SH 益丰药房 251.3 18.09% -0.09% 18.09% -0.09% -1.0 

300003.SZ 乐普医疗 242.0 3.40% -0.28% 3.96% -0.32% -0.8 

688139.SH 海尔生物 101.1 6.75% -0.53% 6.75% -0.53% -0.6 

600161.SH 天坛生物 478.5 2.81% -0.09% 2.81% -0.09% -0.5 

300685.SZ 艾德生物 74.8 7.81% -0.50% 7.92% -0.50% -0.5 

300181.SZ 佐力药业 102.5 0.59% -0.38% 0.69% -0.45% -0.4 

000915.SZ 华特达因 63.1 5.27% -0.46% 5.27% -0.46%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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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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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 30.4 87% -27% 

2268.HK 药明合联 2023-11-17 212.3 67.9 36% -37% 

301520.SZ 万邦医药 2023-09-25 27.7 24.5 8%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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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 54.4 225% -58% 

1541.HK 宜明昂科-B 2023-09-05 55.8 -13.3 5% -24% 

836504.BJ 博迅生物 2023-08-17 5.2 21.1 20% -7% 

301509.SZ 金凯生科 2023-08-03 39.3 26.3 -10% -55% 

301393.SZ 昊帆生物 2023-07-12 45.3 49.0 51% -59% 

301370.SZ 国科恒泰 2023-07-12 48.6 31.3 95% -60% 

688443.SH 智翔金泰-U 2023-06-20 118.8 -15.5 -10% -5% 

2105.HK 来凯医药 2023-06-29 17.9 -4.4 21% -69% 

9885.HK 药师帮 2023-06-28 50.2 -1.4 6% -63% 

688576.SH 西山科技 2023-06-06 31.3 26.2 41% -69% 

688581.SH 安杰思 2023-05-19 40.7 17.2 -31% -60% 

301293.SZ 三博脑科 2023-05-05 75.4 86.7 36% -30% 

001367.SZ 海森药业 2023-04-10 24.2 21.4 12% -68% 

301281.SZ 科源制药 2023-04-04 24.6 37.0 -39% -41% 

301246.SZ 宏源药业 2023-03-20 52.2 97.4 -17% -69% 

301408.SZ 华人健康 2023-03-01 44.1 33.2 54% -56% 

688506.SH 百利天恒-U 2023-01-06 714.9 16.3 30% 456% 

301301.SZ 川宁生物 2022-12-27 266.8 23.9 96% 19% 

688410.SH 山外山 2022-12-26 36.7 23.8 -64% -56% 

301277.SZ 新天地 2022-11-16 37.4 22.2 -32% -66% 

301267.SZ 华厦眼科 2022-11-07 167.2 24.9 -9%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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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230.SZ 泓博医药 2022-11-01 32.4 124.7 -31% -55% 

301367.SZ 怡和嘉业 2022-11-01 63.3 33.0 69% -76% 

688426.SH 康为世纪 2022-10-25 27.4 -23.4 -27% -44% 

301363.SZ 美好医疗 2022-10-12 107.0 40.7 19% -29% 

688073.SH 毕得医药 2022-10-11 27.6 28.0 -47% -55% 

688137.SH 近岸蛋白 2022-09-29 22.0 -2,372.4 -31% -58% 

301331.SZ 恩威医药 2022-09-21 24.0 35.8 -5% -47% 

688428.SH 诺诚健华-U 2022-09-21 86.7 -21.3 -15% -2% 

688114.SH 华大智造 2022-09-09 181.8 -27.6 14% -56% 

688293.SH 奥浦迈 2022-09-02 33.9 68.5 11% -77% 

688351.SH 微电生理-U 2022-08-31 103.7 540.4 -20% 68% 

688247.SH 宣泰医药 2022-08-25 40.1 52.6 44% -35% 

688271.SH 联影医疗 2022-08-22 933.8 46.5 64% -37% 

688273.SH 麦澜德 2022-08-11 19.2 20.5 3% -56% 

688373.SH 盟科药业-U 2022-08-05 29.0 -6.2 33% -59% 

301333.SZ 诺思格 2022-08-02 47.0 30.0 -29% -46% 

688253.SH 英诺特 2022-07-28 46.7 17.5 25% 4% 

688382.SH 益方生物-U 2022-07-25 44.5 -17.9 -16% -50% 

301234.SZ 五洲医疗 2022-07-05 15.2 26.6 72% -52% 

301239.SZ 普瑞眼科 2022-07-05 57.7 47.1 55% -27% 

601089.SH 福元医药 2022-06-30 69.9 13.8 36%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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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8 月 2 日）恒生医疗保健指数上涨

0.6%，较恒生指数跑赢 1.0%；2024年初至今恒生医疗保健指数下跌 27.9%，较

恒生指数跑输 27.3%。 

图 13：本周恒生医疗保健指数与恒生指数行情  图 14：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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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8 月 2 日）恒生医疗保健的 210

支个股中，90 支上涨，85 支下跌，35 支持平，本周涨幅前五的个股为：官酝控

股（30.4%）、先瑞达医疗-B（21.2%）、HKE HOLDINGS（17.4%）、心玮医疗-

B（15.9%）、方达控股（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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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恒生医疗保健涨跌幅 Top10（2024.7.29-202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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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3.HK 官酝控股 1.6 30.41% 1 0455.HK 天大药业 4.3 -23.77% 

2 6669.HK 先瑞达医疗-B 23.8 21.21% 2 8603.HK 亮晴控股 4.2 -20.00% 

3 1726.HK HKE HOLDINGS 21.1 17.37% 3 6078.HK 海吉亚医疗 129.5 -14.41% 

4 6609.HK 心玮医疗-B 6.8 15.89% 4 1228.HK 北海康成-B 1.3 -12.68% 

5 1521.HK 方达控股 16.5 15.71% 5 2005.HK 石四药集团 111.6 -12.56% 

6 2359.HK 药明康德 1314.0 15.36% 6 0911.HK 前海健康 0.5 -12.50% 

7 0928.HK 莲和医疗 1.1 13.73% 7 9996.HK 沛嘉医疗-B 15.6 -11.24% 

8 6893.HK 衍生集团 3.4 12.73% 8 1672.HK 歌礼制药-B 10.7 -10.92% 

9 3347.HK 泰格医药 484.7 12.61% 9 8622.HK 华康生物医学 0.7 -10.27% 

10 8225.HK 中国医疗集团 0.9 12.50% 10 2393.HK 巨星医疗控股 0.9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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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