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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导读 

本周生物医药所有细分子板块市场表现分化明显，其中中药、医药流通板块有

所上涨，其余板块略有调整；进入四季度，我们建议关注“低估值+放量”逻辑

标的。 

投资要点 

❑ 本周思考：中成药集采开启，中药企业路在何方？ 

最近两个月，中成药带量采购成为市场热议话题。8 月 9 日，国家医保局答复

了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快中药及配方颗粒进入集中采购的建议”问

题，指出将会同有关部门在完善中成药及配方颗粒质量评价标准的基础上，

坚持质量优先，以临床需求为导向，从价高量大的品种入手，科学稳妥推进

中成药及配方颗粒集中采购改革。随后 9 月 14 日，广东省药品交易中心发布

《广东联盟清开灵等 58 个药品集团带量采购文件（征求意见稿）》的通知征

求意见，拟参与 7 个省市。9 月 27 日，湖北省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管理服务

网发布《中成药省际联盟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 1 号）》，《公告》指出采购联

盟将由湖北、河北、山西等 19 省及地区组成，共采购 76 个中成药品，采购

周期为 2 年。 

区别于个别省市于 2019 年开展的中成药集采探索，最近的跨省联名采购为首

批多省开展，扩大了采购品种并制定了采购标准，此举或为中成药集中采购

提供更充实的理论，推动全国范围内中成药带量采购尽快实行。中成药带量

采购势必会给中药企业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中药企业应如何应对挑战，未

来路在何方？我们认为企业应从“进行二次开发”、“延伸上游产业”、“布局

健康产品”、“扩大中药出口”、“发展配方颗粒”五个方向积极探索发展机

会，寻求新机遇。 

❑ 本周表现：略有调整，中药、流通表现佳 

本周医药板块下跌 2.06%，跑输沪深 300 指数 2.11 个百分点，在所有行业中

涨幅倒数第 9。2021 年初以来，医药板块下跌 5.1%，跑赢沪深 300 指数

0.3pct。成交额略低于历史中枢。成交量上看，医药行业本周成交额为 3689.3

亿元，占全部 A 股总成交额的 7.9%，环比提升 1.38pct，较 2018 年以来的中

枢水平低 0.3pct。估值仍处于历史中枢位置，截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医药

板块整体估值（历史 TTM，整体法，剔除负值）为 34 倍 PE，环比低

0.6pct，接近 2011 年以来中枢水平。医药行业相对沪深 300 的估值溢价率为

168%，较上周环比低 7.9pct，略低于四年来中枢水平（183.6%）。 

据 Wind 中信医药分类看，本周生物医药所有细分子板块市场表现分化明显，

其中中药饮片（上涨 11.3%）上涨明显，医药流通（上涨 1.9%）、中成药（上

涨 0.6%）略有上涨，化学原料药（下跌 2.7%）、化学制剂（下跌 3.2%）和医

疗服务（下跌 5.5%）跌幅较多。 

考虑中信医药分类涉及部分公司交叉业务，根据浙商医药重点公司分类情况来

看，本周中药（上涨 2.5%）、医疗商业（上涨 2.0%）、生物药（上涨 1.4%）表

现较好，医药服务和研发创新型药企跌幅较多，分别下跌 8.5%和 5.0%。医药

商业主要受龙头一心堂和大参林分别上涨 10.66%和 5.8%拉动。 

❑ 看好高景气赛道背后“中国优势”的持续体现 

我们认为，从长期看，政策对创新产品的鼓励及对同质化产品的压制势必使得

企业因自身产品竞争力差异而导致分化，能够提供经济、优质、高效产品企业

价值将更为凸显，回调下建议积极布局。我们坚持“创新赋能、制造升级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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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增效”三条选股思路，看好中国高端医药制造业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脱颖而

出。具体而言，建议关注： 

1）创新赋能：抓住进口替代表象下的产品竞争力本质，从中国创新迈向全球

创新。前瞻性布局景气赛道、坚持研发创新和持续提升产品全球竞争力的创新

器械企业；谈判降价背景下把握中国市场，且拥有全球视野和布局的创新药企

业；创新质量提升、服务赋能下龙头集中的研发外包企业。 

2）制造升级：充分发挥中国优势，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通过新产能、新业

务加速拓展打破产业转移“共识”的特色原料药企业；订单加速，行业景气背

景下优势不断强化的生产外包企业；疫情机遇与集采倒逼下中国制造优势加速

体现并加快国际化进程的出口器械企业。 

3）降本增效：有持续扩大规模和提升效率能力的连锁医院、ICL 及药房。 

具体结合公司质地和估值情况，我们推荐：药明康德、凯莱英、康龙化成、博

腾股份、药石科技、九洲药业、昭衍新药、泰格医药、普洛药业、健友股份、

仙琚制药、普利制药、复星医药、万孚生物、凯普生物、圣湘生物、润达医疗、

维亚生物、阿拉丁、泰坦科技等。 

❑ 风险提示 

❑ 行业政策变动；核心产品降价超预期；研发进展不及预期。 

表 1：盈利预测与财务指标 

代码 重点公司 
现价 EPS PE 

评级 
10月 16日 2020A 2021E 2022E 2020A 2021E 2022E 

603259.SH 药明康德 145.3  1.25 1.67 2.18 145  87  67  买入 

300347.SZ 泰格医药 166.7  2.19 2.55 3.10 83  65  54  买入 

1521.HK 方达控股 4.8 0.06 0.16 0.23 74  31  21  买入 

000739.SZ 普洛药业 39.1  0.69 0.97 1.28 53  40  31  买入 

603707.SH 健友股份 35.7  0.87 1.13 1.52 54  40  30  增持 

688179.SH 阿拉丁 82.0  0.93 1.12 1.47 111  73  56  增持 

002821.SZ 凯莱英 413.2  3.08 4.11 5.68 140  101  73  买入 

300759.SZ 康龙化成 197.3  1.48 1.73 2.43 134  114  81  买入 

300363.SZ 博腾股份 99.0  0.60 0.84 1.12 166  118  88  买入 

603456.SH 九洲药业 54.7  0.47 0.75 1.08 120  73  51  买入 

603127.SH 昭衍新药 160.0  1.39 1.23 1.54 193  130  104  买入 

300725.SZ 药石科技 195.5  1.27 2.68 2.32 212  73  84  买入 

300630.SZ 普利制药 48.0  0.94 1.30 1.78 52  37  27  增持 

600521.SH 华海药业 17.5  0.64 0.77 0.99 28  23  18  增持 

300702.SZ 天宇股份 43.1  3.66 1.38 1.97 22  31  22  增持 

002332.SZ 仙琚制药 10.7  0.55 0.65 0.79 21  16  14  增持 

603229.SH 奥翔药业 26.5  0.39 0.63 0.86 87  42  31  增持 

688166.SH 博瑞医药 31.6  0.41 0.60 0.85 76  53  37  增持 

688356.SH 键凯科技 255.5  1.71 2.23 3.02 179  115  85  增持 

688202.SH 美迪西 678.4  2.09 4.26 7.30 325  159  93  增持 

688133.SH 泰坦科技 208.3  1.70 1.84 2.64 155  113  79  增持 

1873.HK 维亚生物 6.2 -0.25 0.23 0.44 - 27  14  买入 

600196.SH 复星医药 50.4  1.43 1.80 2.13 35  28  24  买入 

300639.SZ 凯普生物 28.9  1.66 1.71 2.13 23  17  14  买入 

688289.SH 圣湘生物 55.4  7.01 5.05 5.66 8  11  10  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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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108.SH 润达医疗 10.8  0.57 0.75 0.95 19  14  11  买入 

688575.SH 亚辉龙 30.1  0.58 0.74 1.12 58  41  27  增持 

❑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注：除维亚生物、方达控股股价为 HKD 外其余为 RMB，除

方达控股 EPS 为百万美元外，其余为百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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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思考：中成药集采开启，中药企业路在何方？ 

最近两个月，中成药带量采购成为市场热议话题。8 月 9 日，国家医保局答复了全国

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快中药及配方颗粒进入集中采购的建议”问题，指出将会同有关

部门在完善中成药及配方颗粒质量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坚持质量优先，以临床需求为导

向，从价高量大的品种入手，科学稳妥推进中成药及配方颗粒集中采购改革。随后 9 月

14 日，广东省药品交易中心发布《广东联盟清开灵等 58 个药品集团带量采购文件（征求

意见稿）》的通知征求意见，拟参与 7 个省市。9 月 27 日，湖北省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管

理服务网发布《中成药省际联盟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 1 号）》，《公告》指出采购联盟将

由湖北、河北、山西等 19 省及地区组成，共采购 76 个中成药品，采购周期为 2 年。 

区别于个别省市于 2019 年开展的中成药集采探索，最近的跨省联名采购为首批多省

开展，扩大了采购品种并制定了采购标准，此举或为中成药集中采购提供更充实的理论，

推动全国范围内中成药带量采购尽快实行。中成药带量采购势必会给中药企业带来一定

程度的影响，中药企业应如何应对挑战，未来路在何方？我们认为有以下五个方向： 

1）进行二次开发：中药科技基础薄弱，存在临床定位宽泛、作用机制不明、质控技

术落后等问题，不良反应率的提升逐渐影响了客户认可度。中药二次开发由临床准确定

位、药效物质整体系统辨析、网络药理学、工艺品质调优和数字化全程质控等五大核心技

术体系构成，可以实现从原料到制剂的全程质量控制。我们认为中药企业通过实施中药产

品二次开发，可加强产品质量、突出产品差异化、提高品牌竞争力、提升市场认知度，为

培育新的中药大品种提供坚实基础。 

2）控制中药材质量：中药行业拥有“轻加工、重药材”特点，产品的质量更多的取

决于上游中药材。为解决质量和安全性问题，越来越多的中药公司逐渐布局上游产业，采

取自建种植基地模式或合作种植模式（即公司通过与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合同并按

合同事先约定的协议价格全数回购）。我们认为未来掌握上游药材资源的中药企业将在产

品质量、原材料成本、供应链稳定等方面拥有更大优势。 

3）布局健康产品：伴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人民健康意识的增强，健康产业

增速迅猛。中医拥有发展健康养生的绝佳条件，以传统中医药学为基础也将成为中国保健

食品的独特优势。从市场规模来看，中国中药保健品市场规模逐年提升，根据前瞻经济学

人的数据，市场规模从 2013 年的 521.3 亿到 2019 的 947.5 亿元，6 年翻了将近一倍。从

个别企业来看，片仔癀日用品、化妆品营业收入较上年增加 40%，毛利率保持在 60%以

上。在此趋势下，我们认为中药企业应合理运用自己的品牌底蕴，加快布局中医药大健康

产业的步伐，推出从日用品到保健品等大健康产品。 

图 1：2013-2019 中国保健品市场规模（亿元）  图 2：2015-2020 中药企业海外业务收入及增速（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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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前瞻经济学人，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4）扩大中药出口：2021 年 5 月 13 日，商务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 7 部门近日联

合印发《关于支持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推动中医药服

务走向世界。从 Wind 数据来看，除 2019 年受疫情影响外，2015 年至今均保持较高增长，

5 年翻了 2.3 倍。此外，中医药在抗疫方面的成效让海外更加认可中医药，今年 2 月以来，

海外不少地区用于缓解流感症状以及增强免疫力的中药订单数量翻了一番，多种中药出

现脱销现象。面对全球范围内对中医药越来越大的需求，我们认为中药企业应借此机会积

极寻求海外市场，打开业绩天花板。 

5）发展中药配方颗粒：2021 年 2 月初，国家药监局、国家中医药局等 4 局发布《关

于结束中药配方颗粒试点工作的公告》，供给端扩大至所有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的中

药生产企业，需求端由试点医药机构放开至所有医疗机构。从工信部数据显示，2019 年

中药配方颗粒市场规模已超过 502 亿元。我们认为未来中药配方颗粒供给端需求端一起

放量，成长空间可观。 

我们认为虽然中成药带量采购只是时间问题，但不管是政府对中药行业的大力支持，

还是中药企业面对的新发展机遇，中药企业未来成长空间很大。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建议

关注：云南白药、以岭药业、同仁堂、片仔癀、白云山、中新药业、济川药业、华润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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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周表现：略有调整，中药、流通表现佳 

本周医药板块下跌 2.06%，跑输沪深 300 指数 2.11 个百分点，在所有行业中涨幅倒

数第 9。2021 年初以来，医药板块下跌 5.1%，跑赢沪深 300 指数 0.3pct。成交额略低于

历史中枢。成交量上看，医药行业本周成交额为 3689.3 亿元，占全部 A 股总成交额的

7.9%，环比提升 1.38pct，较 2018 年以来的中枢水平低 0.3pct。估值仍处于历史中枢位置，

截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医药板块整体估值（历史 TTM，整体法，剔除负值）为 34 倍

PE，环比低 0.6pct，接近 2011 年以来中枢水平。医药行业相对沪深 300 的估值溢价率为

168%，较上周环比低 7.9pct，略低于四年来中枢水平（183.6%）。 

据 Wind 中信医药分类看，本周生物医药所有细分子板块市场表现分化明显，其中中

药饮片（上涨 11.3%）上涨明显，医药流通（上涨 1.9%）、中成药（上涨 0.6%）略有上涨，

化学原料药（下跌 2.7%）、化学制剂（下跌 3.2%）和医疗服务（下跌 5.5%）跌幅较多。 

考虑中信医药分类涉及部分公司交叉业务，根据浙商医药重点公司分类情况来看，本

周中药（上涨 2.5%）、医疗商业（上涨 2.0%）、生物药（上涨 1.4%）表现较好，医药服务

和研发创新型药企跌幅较多，分别下跌 8.5%和 5.0%。其中，中药板块整体表现良好，其

中东阿阿胶（上涨 11.55%）和片仔癀（上涨 6.73%）变现甚佳，医药商业主要受龙头一心

堂和大参林分别上涨 10.66%和 5.8%拉动。 

我们建议投资者关注具有中国优势板块的调整机会，坚持“创新赋能、制造升级和降

本增效”三条选股思路，看好中国高端医药制造业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 

具体而言，建议关注： 

1）创新赋能：抓住进口替代表象下的产品竞争力本质，从中国创新迈向全球创新。

前瞻性布局景气赛道、坚持研发创新和持续提升产品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器械企业；谈判降

价背景下把握中国市场，且拥有全球视野和布局的创新药企业；创新质量提升、服务赋能

下龙头集中的研发外包企业。 

2）制造升级：充分发挥中国优势，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通过新产能、新业务加

速拓展打破产业转移“共识”的特色原料药企业；订单加速，行业景气背景下优势不断强

化的生产外包企业；疫情机遇与集采倒逼下中国制造优势加速体现并加快国际化进程的

出口器械企业。 

3）降本增效。有持续扩大规模和提升效率能力的连锁医院、ICL 及药房等。 

具体结合公司质地和估值情况，我们推荐：药明康德、凯莱英、康龙化成、博腾股份、

药石科技、九洲药业、昭衍新药、泰格医药、普洛药业、健友股份、仙琚制药、普利制药、

复星医药、万孚生物、凯普生物、圣湘生物、润达医疗、维亚生物、阿拉丁、泰坦科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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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周行情回顾 

3.1. 医药行业行情：略有调整，估值处于历史中枢 

本周医药板块下跌 2.06%，跑输沪深 300 指数 2.11 个百分点，在所有行业中涨幅倒

数第 9。2021 年初以来，医药板块下跌 5.1%，跑赢沪深 300 指数 0.3pct 

图 3：本周医药板块（中信分类）和沪深 300 走势  图 4：2021 年以来医药板块（中信分类）和沪深 300 走势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 5：本周各大行业涨跌幅（上：上周涨幅；下：2021 年至今涨幅）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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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额略低于历史中枢。成交量上看，医药行业本周 4 个交易日成交额为 3689.3 亿

元，占全部 A 股总成交额的 7.9%，环比提升 1.38pct，较 18 年以来的中枢水平低 0.3pct。 

图 6：2015 年以来医药行业成交额及其占 A 股市场总成交额比例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估值仍处于历史中枢位置。2021 年 10 月 15 日，医药板块整体估值（历史 TTM，整

体法，剔除负值）为 34 倍 PE，环比低 0.6pct，接近 2011 年以来中枢水平。医药行业相

对沪深300的估值溢价率为168%，较上周环比低7.9pct，略低于四年来中枢水平（183.6%）。 

我们认为，基于过去 3-4 年医药板块政策导向产业的结构化升级，产业分化加速，从

时间维度上，医改已经进入明显的深水区。就整体行业发展方向而言，医药行业明显处于

新旧动能更替、供给侧改革的关键阶段，但长期景气的逻辑和基础未变。全球新冠疫情短

期是扰动，长期是催化剂。我们认为，2021 年医药投资策略即把握中国优势，从降本、

增效、提质三大主线中挖掘优质个股，继续看好特色原料药、创新器械、生产外包、创新

药、医疗服务、出口产业链等板块的龙头公司。 

图 7：2010 年以来医药行业估值及估值溢价率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3.2. 医药子行业：中药和流通表现良好，医疗服务回调较多 

据 Wind 中信医药分类看，本周生物医药所有细分子板块市场表现分化明显，其中中

药饮片（上涨 11.3%）上涨明显，医药流通（上涨 1.9%）、中成药（上涨 0.6%）略有上涨，

化学原料药（下跌 2.7%）、化学制剂（下跌 3.2%）和医疗服务（下跌 5.5%）跌幅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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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中信医药分类涉及部分公司交叉业务，根据浙商医药重点公司分类情况来看，本

周中药（上涨 2.5%）、医疗商业（上涨 2.0%）、生物药（上涨 1.4%）表现较好，医药服务

和研发创新型药企跌幅较多，分别下跌 8.5%和 5.0%。其中，中药板块整体表现良好，其

中东阿阿胶（上涨 11.55%）和片仔癀（上涨 6.73%）变现甚佳，医药商业主要受龙头一心

堂和大参林分别上涨 10.66%和 5.8%拉动。 

图 8：本周医药子板块涨跌幅（中信）  图 9：本周医药子板块涨跌幅（浙商医药）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以上为浙商医药重点公司汇总） 

从估值角度看，本周医疗流通、中成药、中药饮片估值环比提升最为明显，分别提升

2.9、0.9、0.6 倍。目前估值排名前三的板块为医疗服务、生物医药及中药饮片，市盈率分

别为 81 倍、40 倍、35 倍。 

图 10：2010 年以来医药子行业估值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我们认为，从长期来看很多标的基本面优质、长期逻辑充分，其此前较高的估值在当

前剧烈调整中易落入合理区间，带来投资机遇。回调下建议积极布局。我们仍然建议重点

关注具有中国优势、具备市场化、国际化竞争力的板块，具体而言，包括： 

1、前瞻性布局景气赛道、坚持研发创新和持续提升产品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器械企业； 

2、谈判降价背景下把握中国市场，且拥有全球视野和布局的创新药企业； 

3、通过新产能、新业务加速拓展打破产业转移“共识”的特色原料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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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订单加速，行业景气背景下优势不断强化的生产外包企业； 

5、疫情机遇与集采倒逼下中国制造优势加速体现并加快国际化进程的出口器械企业； 

6、创新质量提升、服务赋能下龙头集中的研发外包企业； 

3.3. 陆港通&港股通：器械和服务最受北上资金关注 

截至 2021 年 10 月 15 日，陆港通医药行业投资 2602 亿元，医药北向资金占陆港通

北向资金的比例维持在 17.42%。细分板块中，医疗器械和医疗服务板块环比净流入最高，

生物制品板块是唯一环比净流出板块。我们认为，陆港通资金流向反映的是包括海外投资

者在内的机构对医药各子板块的不同景气度预期，可以看到医疗服务、化学制药和医疗器

械板块受关注一直保持高位，预计主要为高估值下的波动而非景气度出现变化。 

图 11：2017-2021.10.15 医药北上金额及占总北上资金比例  图 12：2017-2021.10.15 医药股北上资金布局子行业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具体持仓标的上，2021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月 15 日陆港通医药标的陆港通持股市值增

长前 5 名分别为片仔癀、智飞生物、一心堂、东阿阿胶和药石科技，市值下降前 5 名分别

为恒瑞医药、爱尔眼科、泰格医药、云南白药和通策医疗。港股通医药标的市值变动前 5

名分别为平安好医生、锦欣生殖、远大医药、复星医药和中国生物制药，后 5 名分别为药

明生物、白云山、石药集团、威高股份、金斯瑞生物科技。 

图 13：2021.10.8-10.15 陆港通医药市值变动前 5 名及后 5 名  图 14：2021.10.8-10.15 陆港通医药股市值前 10 名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table_page] 医药生物行业周报 

 

http://research.stocke.com.cn 12/14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图 15：2021.10.8-10.15 港股通医药市值变动前 5 名及后 5 名  图 16：2021.10.8-10.15 港股通医药股市值前 10 名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 17：2021.10.8-10.15 陆港通医药股陆港通持股占比前 10  图 18：2021.10.8-10.15 港股通医药股港股通持股占比前 10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3.4. 限售解禁&股权质押情况追踪 

近一个月来限售股解禁及股权质押情况变化：关注基本面因素外可能影响股价流动

性和交易配置的因素。2021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月 31 日，共有 18 家医药上市公司发生或

即将发生限售股解禁，其中迈瑞医疗、前沿生物-U、阿拉丁、昂利康等公司涉及解禁股份

占流通股本比例较高。在股权质押方面，昂利康、以岭药业等公司第一大股东股权质押比

例有所上升，东北制药和太极集团等公司第一大股东股权质押比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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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21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月 31 日医药公司解禁限售股情况 

代码 简称 解禁日期 
解禁数量 

(万股) 
解禁市值(万元) 

解禁股本占流通

A 股比例 

解禁收益率

(%) 

300760.SZ 迈瑞医疗 2021-10-18 71,655.70 27,088,004.35 143.6%   

688221.SH 前沿生物-U 2021-10-28 10,194.54 191,045.68 117.1%   

688179.SH 阿拉丁 2021-10-26 2,728.80 223,707.02 113.8%   

002940.SZ 昂利康 2021-10-25 4,275.00 125,257.50 85.3%   

300439.SZ 美康生物 2021-10-08 4,000.00 69,439.99 16.9% 16.65 

600161.SH 天坛生物 2021-10-25 11,873.44 399,897.62 9.5% 20.08 

603222.SH 济民医疗 2021-10-13 2,074.35 30,492.90 6.5% 26.40 

300966.SZ 共同药业 2021-10-13 149.70 5,980.48 5.4% 384.83 

300981.SZ 中红医疗 2021-10-27 214.93 17,497.43 5.4% 67.54 

688315.SH 诺禾致源 2021-10-13 168.22 7,519.47 5.2% 250.31 

688468.SH 科美诊断 2021-10-11 171.09 2,894.89 5.2% 136.64 

600721.SH *ST 百花 2021-10-20 1,432.08 8,520.88 4.0% -51.55 

002932.SZ 明德生物 2021-10-11 113.57 7,058.25 1.9%   

688139.SH 海尔生物 2021-10-25 317.07 32,893.03 1.7% 568.00 

603127.SH 昭衍新药 2021-10-13 121.52 19,601.18 0.4%   

300463.SZ 迈克生物 2021-10-15 124.64 3,599.66 0.3%   

002287.SZ 奇正藏药 2021-10-15 62.80 1,767.13 0.1%   

300204.SZ 舒泰神 2021-10-14 0.00 0.00 0.0%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浙商证券研究所 

表 3：本周医药公司前三大股东股票质押比例变动 

 第一大股东质押比例变化 第二大股东质押比例变化 第三大股东质押比例变化 

昂利康 20.07  0.00  0.00  

以岭药业 10.36  0.00  0.00  

长春高新 8.15  0.00  0.00  

阳普医疗 0.00  0.00  0.00  

同济堂 0.00  0.00  0.00  

九芝堂 -4.45  0.00  0.00  

山东药玻 -5.66  0.00  0.00  

东诚药业 -6.89  0.00  0.00  

太极集团 -13.90  0.00  0.00  

东北制药 -99.95  99.95  0.00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浙商证券研究所 

4. 风险提示 

行业政策变动；核心产品降价超预期；研发进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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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证券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买入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 ＋20％以上；   

2、增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 ＋10％～＋20％；   

3、中性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之间波动；   

4、减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行业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看好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上；   

2、中性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以上；   

3、看淡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

比重。 

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投资

者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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