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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院&零售药品市场持续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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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药制造业利润增长率触底反弹

Source: 国家统计局，医药魔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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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药制造业生存现状，亏损企业占近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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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创新药一级融资金额已创新高，国内仍在下滑

Source: 医药魔方InvestGO数据库



中国新药批准上市数量，位居全球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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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研新药管线略微次于美国，全球占比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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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FIC新药管线位居全球第二，全球占比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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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赛道TOP1-5管线，尤其TOP1管线美国占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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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药临床的全球占比不断攀升，居全球首位

Source: 医药魔方TrialCube数据库



中国企业开展的头对头临床数量，跃居全球首次

Source: 医药魔方TrialCube数据库



中国创新进入全球舞台，Lisence out持续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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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新药企的三座大山：新药进院难

1

7

新药上市年代 覆盖二三级医院(家) 占全国二三级医院比例 新开医院/年 全覆盖周期(年）

2010 1,802                           11.4% 128 123

2011 1,260                           8.0% 97 163

2012 1,148                           7.3% 97 165

2013 1,074                           6.8% 97 162

2014 1,917                           12.1% 197 82

2015 457                             2.9% 49 312

2016 574                             3.6% 73 220

2017 752                             4.8% 110 147

2018 1,023                           6.5% 173 93

2019 1,073                           6.8% 224 74

2020 784                             5.0% 199 81

2021 414                             2.6% 141 114

2022 325                             2.1% 167 97

2023 284                             1.8% 245 56

平均值 639                            4.0% 175 135

Source: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健委、医药魔方整理注：统计范围为2010年至今上市的医保谈判品种，剔除新冠药物，共337个；截至2024.6



中国创新药企的三座大山：新药进院难

注：疫苗的市场渠道不同，故上述统计剔除了疫苗产品；统计日期为2023年6月 Source: 国家医保局、医药魔方

2015-2023.6上市新药及生物类似物在北京地区进院情况

上市年份 新药及生物类似物数量 进入北京数量 医疗机构进院率 等级医院进院率 三级医院进院率

2015 31 19 0.5% 1.2% 5.4%

2016 9 4 3.8% 4.1% 8.6%

2017 58 41 2.9% 3.8% 11.7%

2018 74 51 0.9% 1.9% 9.6%

2019 76 51 1.3% 2.6% 12.1%

2020 85 55 0.6% 1.4% 6.7%

2021 121 80 0.7% 1.2% 4.5%

2022 87 28 0.2% 0.4% 2.0%

2023 54 4 0.1% 0.1% 0.6%

总计/平均值 595 333 0.9% 1.6% 6.5%



中国创新药企的三座大山：医保定价难

药品名称 药企名称 适应症
 谈判后价格

(26年实施)
降幅

 23年美国

人均费用
中国单价

 中国年治疗

费用

 美国降价前

VS

中国

美国降价后

VS

中国

西格列汀 默沙东 糖尿病 113$            78.6% 4,853.38$         51.66¥         2,694¥          12.9 10.2

门冬胰岛素 诺和诺德 糖尿病 119$            76.0% 3,328.30$         35.55¥         2,595¥          9.2 7.0

达格列净 阿斯利康
糖尿病

心力衰竭

慢性肾病

179$            67.9% 4,368.81$         61.04¥         1,591¥          19.7 13.4

依那西普 安进
类风湿性关节炎

银屑病

银屑病性关节炎

2,355$         66.9% 61,495.38$       764.00¥       18,336¥        24.1 16.1

恩格列净 勃林格殷格翰 
糖尿病

心力衰竭

慢性肾病

197$            65.6% 4,695.14$         42.40¥         1,548¥          21.8 14.3

乌司奴单抗 强生

银屑病

银屑病性关节炎

克罗恩病

溃疡性结肠炎

4,695$         66.1% 129,937.39$     4,015.74¥    41,496¥        22.5 14.8

利伐沙班 强生
预防和治疗血凝

降低冠脉或外周动

脉疾病风险

197$            61.9% 4,765.68$         108.50¥       930¥             36.8 22.7

阿哌沙班 百时美施贵宝 预防和治疗血凝 231$            55.7% 4,652.52$         487.20¥       2,088¥          16.0 8.9

沙库巴曲

缬沙坦钠
诺华 心力衰竭 295$            53.0% 5,166.80$         50.12¥         5,227¥          7.1 3.8

伊布替尼 艾伯维 血癌 9,319$         37.6% 139,521.06$     14,145.30¥  229,468¥      4.4 1.6

Source: 医药魔方PharmaGO数据库



中国创新药企的三座大山：企业融资难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5,500

6,000

0

20

40

60

80

100

120

2
0
1
9
/1

2
0
1
9
/3

2
0
1
9
/5

2
0
1
9
/7

2
0
1
9
/9

2
0
1
9
/1

1

2
0
2
0
/1

2
0
2
0
/3

2
0
2
0
/5

2
0
2
0
/7

2
0
2
0
/9

2
0
2
0
/1

1

2
0
2
1
/1

2
0
2
1
/3

2
0
2
1
/5

2
0
2
1
/7

2
0
2
1
/9

2
0
2
1
/1

1

2
0
2
2
/1

2
0
2
2
/3

2
0
2
2
/5

2
0
2
2
/7

2
0
2
2
/9

2
0
2
2
/1

1

2
0
2
3
/1

2
0
2
3
/3

2
0
2
3
/5

2
0
2
3
/7

2
0
2
3
/9

2
0
2
3
/1

1

2
0
2
4
/1

2
0
2
4
/3

2
0
2
4
/5

每月上会家数（左轴） 沪深300指数（右轴）

2023/8/27“8·27”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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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 科创板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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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Wind，医药魔方InvestGO数据库



中国创新药企的三座大山：企业融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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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板块
2024年1-6月 2023年 2022年

撤回材料家数 通过率 撤回材料家数 通过率 撤回材料家数 通过率

主板 108 5.13% 78 49.71% 64 47.54%

创业板 85 5.49% 102 46.30% 131 57.62%

科创板 51 8.93% 57 30.61% 40 71.76%

北交所 49 18.33% 44 53.78% 48 63.37%

合计 293 8.33% 281 46.19% 283 59.37%



中国创新药企的三座大山：企业融资难

周期 企业数量 企业占比

2024年已完成融资 173 14.0%

1年未融资 1065 86.0%

2年未融资 796 64.3%

3年未融资 592 47.8%

4年未融资 384 31.0%

5年未融资 294 23.7%

注：收录范围为2012年以来新成立的、创新药赛道的中国企业；统计日期为2024.8.10 Source: 医药魔方InvestGO数据库

▪ 2008 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启动，中央财政投入210.5亿

▪ 2014 国务院改革文件拉开序幕，政策利好激发创新浪

潮，海归掀起归回潮，中国创新药迎来大爆发

▪ 2021 全球创新药产业进入寒冬，中国也在其中

▪ 2023 科创板上市政策收紧，资本缺乏退出渠道

▪ 2024 中国新药研发已迈入全球第一梯队，全球管线贡献

率达36%，pFIC管线数量居全球第二



中国创新药企的三座大山：企业融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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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点内卷，带来较高开发资源浪费

50.7 48.3 

60.2 

74.0 

53.5 

42.1 
33.9 34.7 

16.5 
22.5 

11.6 12.3 
4.0 5.3 

83.9 

72.0 

93.9 

98.6 

60.8 

45.8 

37.0 
30.3 

34.1 
20.2 

17.4 15.8 20.9 

2010年 2011年 2012年2013年 2014年 2015年2016年2017年 2018年 2019年2020年 2021年 2022年2023年

周
期

（
月

）

新靶点药物上市年代

同靶点上市三家周期

同靶点独家周期

Source: 医药魔方PharmaGO数据库



BCR-ABL

P2X3 receptor

BRAF
BTK

JAK1 Bcl-2

EZH2

EGFR T790M

TYK2
DPP1

KRAS G12C

PCSK9

USP1

KIF18A Lp(a)

SMARCA2

KAT6
DGKα

NaV1.8

RAS分子胶

WRN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1990/5/7 1995/10/28 2001/4/19 2006/10/10 2012/4/1 2017/9/22 2023/3/15 2028/9/4

fo
ll
o

w
专

利
与

FI
C

专
利

时
间

差
(天

)

FIC专利最早公开时间

272

注：标红靶点：FIC已上市； 黑色靶点：FIC处于IND-NDA； 黄色靶点：FIC处于临床前

最新follow案例：WRN靶点
2022-12-01 Novartis公开专利
WO2022249060A1
2022-12-05 豪森专利
WO2024120378A2最早优先权日

靶点内卷，follow大战堪比抢仿

Source: 医药魔方NextPat数据库



未启动或中止临床日益增多，21年占比高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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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开展的临床减少招募，21年比计划缩水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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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药制造业的出口占比不高，增长较缓

Source: 国家统计局，医药魔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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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我国药品主要出口欧盟，原料药占绝对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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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行业抗周期性的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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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行业抗周期性的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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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个人双向提升空间，个人自费意愿较高

33

中国政府卫生支出占GDP 3%



参保也未必走医保报销，个人自费意愿较高

▪ 中国总人口 14.1亿1

▪ 职工医保参保人数 3.7亿2

▪ 居民医保参保人数 9.6亿2

▪ 总参保人口占比 94.6%

▪ 参保人口在药店总费用 2625.9亿2

▪ 全社会药品零售消费总费用 6709.8亿1

▪ 自费药品消费总费用 4083.9亿

▪ 自费药品消费贡献率 60.9%

Source: 1 国家统计局、2 国家医保局，医药魔方整理



零售药店渠道对新药上市日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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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药品名称 企业名称 上市年份 覆盖药店数量 覆盖医疗机构数量 药店占比

1 度拉糖肽 Eli Lilly 2019 4944 2601 65.5%

2 德谷门冬双胰岛素 Novo Nordisk 2019 4102 3469 54.2%

3 卡瑞利珠单抗 恒瑞医药 2019 2748 5493 33.3%

4 司库奇尤单抗 Novartis 2019 2670 1708 61.0%

5 依洛尤单抗 Amgen 2018 1836 405 81.9%

6 特瑞普利单抗 君实生物 2018 1710 1248 57.8%

7 替雷利珠单抗 百济神州 2019 1688 3303 33.8%

8 司美格鲁肽 Novo Nordisk 2021 1581 1607 49.6%

9 硫培非格司亭 恒瑞医药 2018 1562 2926 34.8%

10 信迪利单抗 信达生物 2018 1536 3349 31.4%

11 重组人脑利钠肽 诺迪康 2005 1386 7110 16.3%

12 奥马珠单抗 Novartis 2017 1239 611 67.0%

13 乌司奴单抗 J&J 2017 1226 1001 55.1%

14 依那西普 Pfizer 2017 1201 624 65.8%

15 古塞奇尤单抗 J&J 2019 1113 660 62.8%

16 奥马珠单抗 Novartis 2022 1071 483 68.9%

17 达雷妥尤单抗 J&J 2019 1065 1191 47.2%

18 替瑞奇珠单抗 Sun Pharma 2023 965 209 82.2%

19 依奇珠单抗 Eli Lilly 2019 918 277 76.8%

20 聚乙二醇洛塞那肽 翰晖制药 2019 911 1175 43.7%



抗肿瘤药等医院优势领域，零售市场增速较快

Source: 医药魔方IPM数据库（医院&零售）注：增速为2024Q2 VS 2023Q2



中药注射剂在零售药店放量增长

NO.  药品名称             企业名称 2021 2022 2023 2024(MAT) 同比增长率

1  痰热清       凯宝药业 1,062  1,622  3,801  3,684       37.8%

2  疏血通       友搏药业 2,286 2,500 2,448 2,378       -9.5%

3  参芪扶正     丽珠利民 1,696  2,030 2,677  2,303       -5.4%

4  热毒宁       康缘药业 668    1,480  1,589  1,322       -37.4%

5  丹红         步长丹红 1,523  922    944    1,015        5.2%

6  舒血宁       神威药业 974    510     620    781          41.3%

7  喜炎平       青峰药业 300    191      554    740          151.2%

8  康莱特       康莱特 899    215     646    673          29.4%

9  脉络宁       金陵药业 1,125   943    702    593         -27.1%

10 红花黄色素 永宁药业 694    592    583    574          -10.5%

11  清开灵       神威药业 237    223    489    522         37.4%

12  醒脑静       天地药业 490    535    568    489         -19.1%

13 血塞通 珍宝岛药业 575    603    540    453         -18.6%

14  肾康         世纪盛康 148     261     310     412          29.3%

15  雪莲         国药新疆 238    180     212     349         57.9%

Source: 医药魔方IPM数据库（医院&零售）



医保以量换价逻辑尚需政策推动，医保并非必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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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企新药仅1/3进入医保，国内企业更缺乏底气

年份 2015年以来累计上市 谈判进入医保 进入医保占比

2019 68 9 13.2%

2020 90 30 33.3%

2021 142 58 40.8%

2022 164 77 47.0%

2023 205 104 50.7%

年份 2015年以来累计上市 谈判进入医保 进入医保占比

2019 181 38 21.0%

2020 228 72 31.6%

2021 281 96 34.2%

2022 335 120 35.8%

2023 405 132 32.6%

国产新药

进口新药

Source: 医药魔方PharmaGO数据库



海外Pharma指数已新高，国内一级指数现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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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探索NewCo新模式，积极出海

Source: 医药魔方NextPharma数据库



挖掘未满足的临床需求，避免扎堆内卷

Source: 医药魔方NextPharma、DeepMed数据库、WHO



挖掘未满足的临床需求，避免扎堆内卷

气管、支气管和肺癌,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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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肠癌和直肠癌,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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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在研靶点中，67%在中国尚未进入临床阶段

1574 1059

34
248

146

70
17

全球在研靶点 临床前 申报临床 I期临床 II期临床 III期临床 申请上市

67%

Source: 医药魔方NextPharma数据库



重视临床和注册策略，选对细分适应症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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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对适应症，才能“适者生存”，甚至后发居上

上市时“一片红海”，选“对”适应症后发先至

• 2022年3月，斯鲁利单抗获批上市，成为第13个国产PD-1单
抗。当时选择的首发适应症是晚期MSI-H或dMMR实体瘤

• 2023年1月，斯鲁利单抗获批用于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
SCLC)，成为全球范围内首个获批用于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的
PD-1单抗

• 2023年销售额11亿，年销售额已超越大多数其他国产PD-1
单抗

斯鲁利单抗
复宏汉霖

2016-04-07

首个IND

2017-02-15

首个临床试验

2018-07-02

首个注册性临床

2020-07-21

首个NDA

2017-08-07

首个IND

2018-03-19

首个临床试验

2019-06-19

首个注册性临床

2021-04-22

首个NDA

杰洛利单抗
嘉和生物

抢跑“第一梯队”，选“错”适应症折戟成沙

• IND的时间较早（与信迪利单抗仅相差3个月）
• 如果成功获批上市（乐观估计2021年Q3），有望成为第五

款国产PD-1单抗
• 选择了外周T细胞淋巴瘤作为上市申请适应症（全球范围内

第一个以复发/转移外周T细胞淋巴瘤为适应症申请的PD-1
单抗），试验结果未被认可，最终CDE拒绝其上市（第一
个被CDE拒绝批准上市的PD-1单抗）

2023-06-09

CDE不批准上市

2022-03-22

首次批准上市

O药
BMS

率先冲击肺癌一线，选错“细分”适应症爆冷落败

• 2014年1月，BMS正式启动O药用于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的III期
研究（CheckMate 026）

• 患者入组的PD-L1表达阳性比例设置相对低，选取标准为PD-
L1≥5%

• 2016年10月，CheckMate 026未达临床终点，BMS市值一时间
蒸发百亿美金。直至2020年，O药才凭借与伊匹木单抗联用的另
一项试验获得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批准

K药
默沙东

肺癌一线“细分”适应症选择正确，开启反超之路

• 2015年，O药和K药先后批准用于非小细胞肺癌二线治疗
• 2014年5月（较O药晚4个月），默沙东正式启动K药用于非小细胞

肺癌一线治疗的III期研究（KEYNOTE-024）
• 患者入组选择的是PD-L1≥50%的患者（较O药比，入组人群明显

缩窄，其余入排标准也更加严格）
• 2016年10月，KEYNOTE-024达到主要终点。同年，FDA批准K药

用于PD-L1高表达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一线治疗



全链条极致推进、正确决策，打造Fast优势

好适应症

• 最快上市路径

• 最低临床成本

• 未满足的临床需求

• 最优注册通道

• 决定命运：是否前三

好靶点

• 机制确定性高

• 研发竞争少

• 可拓展适应症潜力大

• How faster

市场导入好

• 快速纳入指南

• 填补指南空白

• 找准目标市场

• 扩展更多更大适应症

• 决定命运：是否取得回报

好分子

• 药靶亲合力高

• 机制确定性高（疗效好）

• 靶向性强（不良反应小）

• 决定命运：是否BIC

产品成功

医药魔方，以“数据+AI”辅助新药研发决策，更深度提效



谢 谢！

▪ 推动医药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扫码申请数据库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