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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生物

2024年 09月 23日

行业研究 行业周报 投资评级：推荐

生物安全法案未被纳入参议院 NDAA，CXO短期有望迎来反弹

—医药生物行业周报

核心观点

一、周报摘要

上周医药生物板块表现不佳，主要受市场担忧医保控费趋严影响。据财
联社报道，9月 19日国家医保局召开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拟谈判/竞
价企业沟通会，会议透露 2024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中，通过形式
审查的目录外品种在专家评审环节的通过率不到 50%，较往年有所降

低；同时医保局强调提交资料的真实可靠，明确在评审、测算、谈判全
流程将实事求是，全面从严。考虑国内老龄化程度加深，医保基金压力

增大是客观事实。但今年以来，对创新药的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预
计今年医保目录谈判仍将对临床疗效明确的优质创新药予以鼓励支持，

不必对谈判药品降幅过于悲观。展望下周，随着美联储启动降息，同时
生物安全法案未被纳入参议院 NDAA，创新药及 CXO板块边际改善，
有望迎来反弹。

二、行业观点更新

生物安全法案未被纳入参议院 NDAA，CXO 短期有望迎来反弹。9月
20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官网发布参议院版本 NDAA（《2025年
国防授权法案》），共纳入 93项修正案，其中并未包含 s.amdt.2166（生
物安全法案）。此前众议院 NDAA中已明确不包括生物安全法案，本

次参议院 NDAA未纳入生物安全法案，意味着通过打包 NDAA推动生
物安全法案落地的可能性已基本不存在。生物安全法案单独立法进展来

看，在众议院投票通过后已提交至参议院，目前尚未排期进行审议。考

虑本届国会所剩工作周有限以及民主党在众议院投票时的表现（参议院
民主党占多数），后续参议院是否审议通过生物安全法案有较大不确定

性。整体来看，年内生物安全法案落地概率降低，叠加美联储启动降息，
短期有望提振 CXO情绪，板块有望迎来反弹。

三、行业表现跟踪

上周（9.16-9.20）医药生物（SW）板块下跌 0.79%，在 2021版 31个申

万一级行业中，表现排名第 31位，同期沪深 300指数上涨 1.32%。细

分子板块来看，上周上涨的细分板块包括医药商业（+1.83%）、医疗服
务（+1.12%）和中药（+0.84%）；下跌的细分板块则有化学制药（-2.34%）、
医疗器械（-1.88%）和生物制品（-0.14%）。个股表现来看，涨幅排名

前五的个股分别是双成药业（+33.00%）、海创药业-U（+19.67%）、
赛托生物（+15.47%）、老百姓（+9.50%）和科华生物（+7.13%）；而

跌幅排名前五的个股分别是海南海药（-27.07%）、英科医疗（-21.08%）、
澳华内镜（-18.78%）、阳普医疗（-18.25%）和*ST景峰（-13.36%）。

估值方面来看，截止 9月 20日，医药生物（SW）市盈率（TTM，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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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值）为 22.02x，持续低于 2010 年以来中位数水平，相较全部 A 股的估值溢价率为

76.24%，同样持续低于 2010年以来的中位数水平。

四、行业动态及重点公司跟踪

三明医改迈向巩固提升新阶段。9月 20日，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广三

明医改经验”的有关情况。福建省卫健委主任杨闽红表示，三明医改经验已从“全面推广”
阶段，迈向了“巩固提升”的新阶段。国家卫健委宣传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胡强强表示，

三明医改为中国深化医改趟出了路子，树立了典型。未来，国家卫健委总结提炼三明市

深化医改经验，将指导 11个综合医改联系省，30个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城

市，14家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试点医院，以及各省份内的试点医院，进一步推广三明

医改经验。国家卫健委表示，将指导其他省份每年选择 2至 3个地区，重点推广三明经

验，5年内实现全覆盖。

国家药监局：在部分地区开展创新和临床急需生物制品分段生产试点。9月 18日，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李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支持医药行业开放合作。加强国际通用监管规则在国内

的转化实施，支持开展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促进全球药物在中国同步研发、同步申报、

同步审评、同步上市。2、探索生物制品分段生产模式，在部分地区开展创新和临床急

需生物制品分段生产试点。3、加大对医药进出口贸易的支持力度，加快境外已上市新

药在境内上市审批，鼓励跨国企业把原研化学药品、生物制品和高端医疗装备等转移到

国内生产。完善药品出口销售证明相关政策，鼓励我国更多医药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

贸易，让中国药品造福全人类。

国家药监局公布 4 起药品网络销售违法违规典型案例（第六批）及 4 起药品违法案件

典型案例。9 月 18日，国家药监局官网公布了 4 起药品网络销售违法违规典型案例，

包括修元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非法渠道购进并销售药品案、彭某某通过网络无证经营药

品案、叶某某等人违法生产经营假药案、万某等人无证经营未取得批准证明文件药品案。

另公布了 4起药品违法案件典型案例，分别是沧州市任丘市源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销售假药案、王某等 15人无证经营未经批准进口药品系列案、朔州市李林中医诊所非

法渠道购进药品案、何某、谭某非法买卖药品经营许可证案。

北京出台新政提升罕见病用药可及性。北京市药监局会同多个相关部门联合发布了《北

京市推动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建设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和《北京市促进临床急需

药械进口工作实施方案（试行）》。此次北京出台的两个实施方案进一步优化了罕见病

和临床急需药械供应保障机制，提升罕见病用药和临床急需药械的可及性和便利性；加

速创新药械审评审批；助力药品医疗器械“出海”。

【华润三九】与达因药业达成战略合作。9 月 18日，华润三九与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维生素 D滴剂（胶囊型）产品的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致力于推

动维生素 D补充在更广泛人群中的应用。根据协议，华润三九将成为达因维生素 D滴

剂（胶囊型）产品在中国境内的独家代理商，全面负责该产品的市场推广与全渠道的营

销工作。

【恒瑞医药】SHR-1701注射液药品上市许可申请获受理。恒瑞医药 9月 19日晚间公告，

子公司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受理通知书》，瑞拉芙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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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注射液（SHR-1701）的药品上市许可申请获受理，适应证为联合氟尿嘧啶类和铂类

药物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复发或转移性胃及胃食管结合部腺癌的一线治疗。

五、行业数据跟踪

5.1流感数据跟踪

2024年第 37周（2024年 9月 9日－2024年 9月 15日），南方省份哨点医院报告的 ILI%
为 3.5%，高于前一周水平（3.2%），高于 2021~2022年同期水平（3.4%和 3.4%），低

于 2023年同期水平（4.7%）；北方省份哨点医院报告的 ILI%为 3.4%，与前一周水平

（3.4%）持平，高于 2021~2023年同期水平（2.0%、2.5%和 3.0%）。

图 1：2021至今南方省份哨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 图 2：2021至今北方省份哨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

资料来源：中国疾控中心、国都证券 资料来源：中国疾控中心、国都证券

5.2 医保数据跟踪

医保统筹基金收入：2024年 1-7月，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含生育保险）收入 15754.93
亿元，较 2023年同期可比口径（下同）增长 4.02%，增速较 1-6 月（3.23%）有所提升。

其中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含生育保险）收入 9914.33亿元，同比增长 5.35%，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收入 5840.6亿元，同比增长 1.82%。7月单月来看，医

保统筹基金收入 1870.65亿元，同比增长 10.21%，其中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收入 1415.94
亿元，同比增长 12.03%，居民医保收入 454.71亿元，同比增长 4.91%。

医保统筹基金支出：2024年 1-7 月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含生育保险）支出 13828.92

亿元，同比增长 14.87%，较 1-6 月支出增速 16.76%有所下降。其中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统筹基金（含生育保险）支出 7537.45亿元，同比增长 20.40%，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统筹基金支出 6291.47亿元，同比增长 8.88%。7月单月来看，医保统筹基金支出 2093.17
亿元，同比增长 5.31%，其中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支出 1173.61亿元，同比增长 12.34%，

居民医保支出 919.56亿元，同比下降 2.49%。

医保统筹基金结存：结存情况来看，2024年 1-7月，医保统筹基金累计结存 1926.01亿
元，结存率为 12.22%，较 1-6 月（15.47%）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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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18年以来医保统筹基金收入（亿元） 图 4：2018年以来医保统筹基金支出（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医保局、国都证券 资料来源：国家医保局、国都证券

5.3 医药工业数据跟踪

2024年 1-7 月国内医药制造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4144亿元，同比下降 0.80%，降幅较

1-6月有所收窄；1-7月国内医药制造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 1986.8亿元，同比下降 0.80%，

增速转负。

图 5：医药制造业营业收入累计值及增速（单位：亿元） 图 6：医药制造业利润总额累计值及增速（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都证券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都证券

5.4 主要原料药及中药材价格跟踪

8月原料药价格基本保持平稳，双稀、皂素价格环比继续小幅上涨，硫氰酸红霉素价格

环比上涨，其他产品均较上月持平；中药材价格方面，上周中药材价格小幅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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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主要激素原料药价格（单位：元/千克） 图 8：主要抗生素原料药价格（单位：元/千克）

资料来源：Wind、国都证券 资料来源：Wind、国都证券

图 9：主要心血管类原料药价格（单位：元/千克） 图 10：中药材价格指数跟踪

资料来源：Wind、国都证券 资料来源：Wind、国都证券

5.5 全球医药投融资数据跟踪

根据动脉网披露数据，2024年 8 月全球医疗健康产业投融资规模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披露融资总额约 26.72亿美元。

图 11：2023年以来全球医疗健康产业融资金额（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动脉网、国都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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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风险提示

市场竞争加剧风险；医药政策变动超预期风险；行业创新不及预期风险；国际政治局

势动荡加剧风险；业绩增长不及预期风险。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国家医保局、国家统计局、

动脉网、国家药监局、美国国会、国务院、国家卫健委、北京药监局、财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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