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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以来医药工业运行情况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

2022年是“十四五”规划的第二年，经济发展环境复杂多变。

主要受疫情相关因素影响，医药工业主要经济指标从 2021年的

高速增长转为今年上半年增速大幅回落，下半年下行压力可能

持续增强，需要全行业认真关注和积极应对。

一、整体经济指标下滑严重

根据统计，2022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0.9%，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 28.7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工业

整体增速 2.5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6151.8亿元，同比增长 1.8%，增速低于上年同期 26.8个百分

点；实现利润总额 2649.1亿元，同比下降 21.8%，增速低于上

年同期 104.9个百分点，是长期来首次出现半年度利润指标负

增长。造成经济指标下滑的主要原因：

一是新冠疫苗销售大幅下滑。去年同期新冠病毒疫苗带来

很大的行业增量，累计向国内外市场供应疫苗近 20亿剂，促使

医药工业营业收入和利润均达到较高的水平。今年以来由于疫

情防控形势变化，疫苗的销售已非常有限，受此影响，生物药

品子行业营业收入下降 31.4%，利润下降 61.9%。

二是化药制剂增长明显放缓。化药制剂是目前占医药工业

营业收入比重最大的子行业。随着国家和地方药品集中带量采

购深入实施，纳入集采范围的化药制剂覆盖面不断扩大，整体

价格进一步下降。主要受此影响，上半年化药制剂子行业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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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增速仅为 1.2%，利润下降 0.5%，成为拖累行业增长的重要

因素。

三是年内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对药品消费和供给都产生不

利影响。根据卫健委发布的数据，1-5月全国公立医院诊疗人次

同比下降 0.8%。根据中国药学会统计，1-6月份样本医院购药

金额增速为-3.84%，明显低于上年同期水平。受疫情影响最大

的上海不仅是国内规模居前列的药品市场，还是重要的出口港，

并集中了一批大型制药企业，很多企业生产运营不能正常开展，

对全行业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

二、各子行业发展很不平衡

如上所述，上半年生物药品、化药制剂两个子行业经济指

标出现负增长或低增长；与之形成反差，医疗器械（包括卫生

材料和医疗设备两个子行业）和化学原料药均实现了较高增速，

中药（包括中药饮片和中成药两个子行业）保持了常态化水平

的稳定增长。

医疗器械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0%，利润同比增长

27.7%，显著高于医药工业整体增速。新冠检测试剂是拉动行业

增长的主要力量，我国疫情防控核酸检测常态化，新冠核酸检

测试剂和抗原检测试剂大量出口国际市场，促使相关企业业绩

大幅增长，根据 A股上市公司半年报，体外诊断领域上市公司

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170%。此外，医疗新基建和“千县工程”的推

进，促进了医疗设备市场扩容和国产替代加速。

化学原料药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0.0%，利润同比增

长 18.0%，收入和利润同步增长。主要驱动因素是部分大宗原



3

料药价格好于上年，解热镇痛、激素、抗感染类原料药出口旺

盛，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有利出口，原料药 CDMO业务高速增长，

这些有利因素消除了相当部分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

在中药方面，上半年中药饮片、中成药子行业的营业收入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7.0%和 6.9%，同时中药饮片的利润增速高

达 20.3%，彰显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中药行业的稳定增长主要

受益于国家鼓励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政策，以及产品价格体

系相对稳定，受带量采购等政策影响有限。

三、创新药研发活跃，获批新药数量下降

全行业新药研发投入继续保持高强度，在研新药管线不断

丰富。根据半年报披露情况，A股医药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同比

增长 18%，包括港股在内已有 10家医药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超

10亿元。2022年前三季度，CDE受理国产新药临床注册申请

751个（按品种数），国产新药上市申请 84个（按品种数），

继续保持了较高的产出。

国产新药获批数量同比减少，未能延续 2021年创新药密集

上市的态势。截至 9月底，本年共有 8个国产新药获批上市，

而上年同期上市新药数量为 20个。8个获批品种包括 2个化学

药、4个生物药和 2个中药，适应症覆盖抗肿瘤、抗病毒等领域。

其中，卡度尼利单抗注射液（PD-1/CTLA-4双抗）成为首个获

批上市的国产双功能抗体。

表: 2022 年 1-9 月获批上市的国产新药

序号 名称 产品类型 公司 适应症

1 淫羊藿素软胶囊 中药 珅诺基医药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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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奥木替韦单抗注射液 生物药 华北制药 狂犬病毒

3 斯鲁利单抗注射液 生物药 复宏汉霖 肿瘤

4 替戈拉生片 化学药 罗欣药业 反流性食管炎

5 瑞维鲁胺片 化学药 恒瑞医药 肿瘤

6 卡度尼利单抗注射液 生物药 康方药业 肿瘤

7 普特利单抗注射液 生物药 乐普生物 肿瘤

8 广金钱草总黄酮胶囊 中药 人福医药 输尿管结石

新冠药物的开发加快推进。国家药监局附条件批准真实生

物的阿兹夫定片增加新冠病毒肺炎适应症，成为国内首款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小分子新冠口服治疗药物。丽珠单抗的融合蛋

白疫苗、康希诺的吸入式新冠疫苗纳入新冠防疫序贯加强免疫

紧急使用，另有多个 mRNA疫苗、化学新药进入了不同的临床

研究阶段。

四、医药出口保持高增速，跨境技术协作成果突出

上半年医药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 2203.2亿元，

同比下降 1.1%，出口交货值占全行业营业收入的比重约 14.0%，

与 2021年持平。主要受新冠疫苗出口减少影响，生物药品出口

较去年同期下降 52.0%。化学药品原料药和医疗器械出口较去

年同期分别增长 28.7%和 19.4%，增速有较大幅度提升。

根据公开资料，2022年 1-9月我国医药企业跨境 License in

的项目数量约 70个，License out的项目数量约 30个，交易总

金额达数十亿美元。整体项目数量较上年有所减少，涉及金额

较大的项目较少。今年以来，多个国内企业自境外引进的创新

药获批上市，丰富了相关企业的产品组合。包括基石引进的艾

伏尼布片，豪森药业引进的伊奈利珠单抗注射液，石药集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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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度维利塞胶囊，先声药业引进的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兆

科药业引进的盐酸丙卡巴肼胶囊等。

今年 2月，由传奇生物和杨森公司合作开发的靶向 BCMA

的 CAR-T疗法西达基奥仑赛在美国正式获准上市，成为国内企

业主导开发的第二个在美国上市的新药品种。5月，该品种获

欧盟批准附条件上市。需要看到的是，国内企业创新药出海也

面临了很多困难，多个企业的产品境外注册不达预期，项目受

挫或进度延迟，对国产创新药走向国际市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多方面政策因素影响行业运行

年内又有多项和医药工业相关的“十四五”规划发布。3

月，国办印发《“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对“十四五”时期

中医药工作进行全面部署。5月，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十四五”

生物经济发展规划》，首次以“生物经济”为主题制定规划。

此外，《“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十四五”危险化学品安

全生产规划方案》等，也包含医药工业发展相关任务。

医改政策方面，国办印发了《深化医改 2022年重点工作任

务》，在药品带量采购、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分级诊疗等方面

提出了年内具体任务。2022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方案出台，

医保准入政策更加规范化和系统化，344个药品通过医保谈判

初步形式审查。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扩大实施范围，第六批国家

集采结果于 6月开始执行，第七批集采组织完成，60个品种平

均降价 48%；地方层面集采品种覆盖面更宽，中成药、生物制

品和一些独家产品分别纳入了集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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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稳定经济增长的政策。5月

国务院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包括财政及相

关政策、金融政策、稳产业链供应链政策等 6个方面 33项措施。

8月国务院再实施 19项接续政策，包括增加政策性开发性金融

工具额度、缓缴行政事业性收费、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保市场

主体保就业等方面。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实施支持企业

创新的阶段性减税政策，支持创新企业改造和更新设备。

六、医药投融资市场趋冷

今年以来，受资本市场环境变化和医药行业政策形势等因

素影响，A股和港股医药板块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估值下调，

创新技术企业 IPO也频频破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本市场对

投资医药行业的信心。受此影响，医药企业 IPO 节奏放缓。

2022年前三季度医药工业领域共有 35家企业在 A股、港股上

市，总计募集资金近 600亿元，上市企业数量较上年减少。科

创板成为企业上市主阵地，共 20家企上市。4家企业通过“18A”

规则在香港上市，较去年同期较少 9家。

二级市场的变化已经传导到一级市场，医药领域 VC/PE热

度明显下降。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前三季度，生物医药领域

（含医疗器械）共完成 VC/PE投融资项目约 700起，累计金额

约 620亿元，融资金额较去年下降约 38%。很多研发型生物技

术公司面临融资难的问题，转而通过控制研发投入和压缩在研

项目维持运营，对医药创新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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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企业经营分化严重

在行业政策不断调整、市场竞争加剧、要素成本提高的形

势下，企业经营和发展分化严重，部分企业保持了快速增长，

但总体上经营困难的企业增多，企业亏损面进一步扩大。1-6月，

规模以上医药企业亏损数量同比增长 3.5%，亏损企业占到

24.9%，亏损额同比增长 16.5%。作为行业优势企业的上市公司

域也出现发展分化的情况，根据上市公司半年报，各个细分领

很多龙头企业的销售收入或利润出现负增长。

八、全年主要经济指标或面临负增长风险

下半年医药工业增速面临进一步下行的压力。一是上年同

期（2021下半年）新冠疫苗仍有很大销量，营业收入和利润基

数较高；二是国家集采第六批、第七批以及部分地方集采执行，

短期内造成相关产品销售额下降；三是部分大宗原料药价格走

低，影响出口额的增长。

行业运营也存在很多积极因素。国家正在出台的一系列稳

定经济增长政策，包括加大产业发展扶持、投放中长期贷款、

支持医疗卫生领域的基建和装备升级、多举措降低企业经营成

本等，医药企业将从中受益。

综合来看，2022年全年医药工业营业收入和利润可能均出

现负增长。面对多年未有的严峻形势，一方面需要政府相关部

门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需要广大企业认清形势

和积极应对，尽快使医药工业走上稳健发展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