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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换个角度看医改

证券时报记者 尹振茂

2009

年启动的三年新医改行

将收官。 在此过程中， 社会各界对

医改的各项措施和取得的实际效果

褒贬不一， 从媒体的报道来看， 总

体感觉是抨击与批评远多于肯定。

然而， 如果对照

2009

年国务院制

定的三年新医改的各项措施和目前

医改所取得的进展， 可以发现， 三

年新医改并没有媒体反映的那么糟

糕， 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当初

预定的目标。

国务院

2009

年发布的 《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

（

2009~2011

年）》 规定，

2009

至

2011

年重点抓好五项改革： 一是

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

二是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三是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四

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

化， 五是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通过加快

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 推行

基本药物目录和健全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

均等化的目标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

实现。 特别是通过大力推进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等工作， 农民的医疗服

务水平较此前大为改进， 这为实现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目

标作出了很大贡献。

同时， 公立医院改革的试点工作

也在推进之中。 目前诸多对公立医院

改革不到位的尖锐批评， 实际上忽略

了此轮三年新医改的规划中并没有将

公立医院现状的根本改变作为目标，

从中也可以看出， 政策制定者对医改

的艰巨性和阶段策略的有着深刻理解

和准确掌控。

目前医药企业对基本药物目录的

批评中， 基药招标中唯低价是取和目

录不够是受诟病比较多的方面， 不

过， 这并不涉及国家医改的基本方

略， 是可以在发展中逐渐得到调整和

解决的问题。 事实也确实如此， 上述

两方面问题已经引起国家高层的关

注， 现行招标政策将面临修正。

目前， 医药企业的争议和抱怨集

中在被降价的

45%

的品种， 另外，

还有

49%

的品种价格没有变动，

6%

的品种价格在提升。 对于医改这道

难题， 医药企业似乎不应过于苛求，

而应准确理解国家医改的基本方略，

把握国家推进医改的节奏， 及时跟

进， 并以此对公司经营战略作出相应

调整。

———医药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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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医药行业增长承压 行政性价格调整是焦点

证券时报记者 尹振茂

医药行业正步入黄金十年。 稳

步推进中的新医改和老龄化社会提

前到来， 将继续提升医药市场的需

求； 以县级医院为代表的基层医疗

市场将成为消费新引擎； 心脑血管

等慢性病的医疗支出未来增长潜力

巨大， 对中国药品市场的消费结构

将产生重要影响。

同时， 医药行业的发展也存在

不确定性。 受行政性降价及招标对

药品价格的影响， 医药工业的利

润正受到挤压， 盈利水平也在下

降。 对此， 瑞银证券医药行业分

析师季序我表示，

2012

年医药行

业的收入增速会继续降低， 但不

必过分悲观， 需要密切关注的是

价格， 包括行政性降价和招标，

并预计明年行政性价格调整不会停

止， 《药品价格管理办法》 的出台

可能比预期要快。

县级医院

成药品消费新引擎

“县级医院正在成为药品消

费新的增长驱动力。” 一位资深券

商医药行业分析师对证券时报记

者表示。

2009

年启动的新医改以 “保

基本、 强基层、 建机制” 为基本原

则， 以农村为重点， 自

2003

年起

开始试点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其

中的重要内容。

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

主任、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陈锡文介绍， “十二五”

末， 全国新农合每年人均筹资水平

将超过

400

元， 而

2005

年新农合

的水平是

50

元，

2007

年增加到

100

元，

2011

年为

200

元。 另据卫

生部部长陈竺介绍，

2012

年新农

合人均筹资水平就将达到

300

元。

这推动了县级医院药品市场的快速

增长。

在广州标点医药信息总经理张

步泳看来， 政策推动下的住院人数

增长是拉动县级医院市场快速增长

的主要动力。 据统计，

2005

年到

2010

年， 县级医院终端市场规模

的复合年均增长率是

19%

。 其中，

2010

年为

1212

亿元， 较上年增长

25%

， 是

2005

年的

1

倍多。

张步泳强调， 在上述统计时间

段， 县级医院市场最初几年的增速

比较低， 普遍的增速是

13%~15%

，

但近两年的增速在

23%~25%

之间。

同时， 在县级医院中， 一些城市性

疾病的比重也在逐步提高。 因此，

县医院的药品用药量特别是住院药

品的用药量增长在未来三五年是可

以预见的。

11

月

29

日， 在三年新医改行

将收官之际， 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

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

组长李克强在国务院深化医改领

导小组第十次全体会议上强调，

“十二五” 医改规划， 一要健全全

民基本医保制度， 推动基本医保

由 “扩大范围 ” 转向 “提升质

量”， 二要把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

施范围扩大到村卫生室和非政府办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三要以县级医

院综合改革改革为重点全面推进公

立医院改革。

康恩贝总裁张伟良认为， 李克

强副总理强调的 “十二五” 医改方

向的要点是全民医保、 基层医疗市

场、 县级公立医院， “而大多数老

百姓都在基层医疗市场， 县级医院

则是基层市场的龙头”。 早在

2009

年发布的医改实施方案中， 国家就

已对县级医院给予了较高定位， 赋

予其承担基层大病的主导功能， 如

每个县医院都需设立肿瘤科， 并对

2000

家县级医院软硬件进行升级。

据河南辅仁药业集团副总裁王

军平的调查， 在河南、 安徽等农业

大省的基层医疗市场中， 县级医

院、 乡镇卫生院、 村卫生室药品规

模的比重是

5:2:3

， 即县级医院药

品消费占比约

50%

。

目前， 县级医院和第三终端共

同构成了中国的基层医疗市场。 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属的南方

医药经济研究所预计，

2011

年第

三终端药品销售规模将达到

1700

亿元， 而作为基层医疗体系龙头的

县级医院市场同期将贡献

1000

亿

元销售额， 两者相加规模达

2700

亿元， 超过中国药品市场总规模的

三分之一。

人口结构变迁

正在改写疾病谱

在新医改带来区域药品消费结

构变化的同时， 社会人口结构的快

速变化也对中国药品市场的消费结

构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记者获得的一份南方医药经济

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显示， 中国正在

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 中国

60

岁

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例从

9%

提升到

18%

需要

25

年， 美英法则

分别为

66

年、

45

年、

140

年。 自

2000

年到

2020

年是中国人口快速

老龄化的阶段， 年均增加老龄人口

596

万； 自

2020

年到

2050

年是人

口加速老龄化阶段， 年均增加老龄

人口

620

万，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影

响的高峰将在

5

至

10

年后到来。

方正证券医药行业高级分析师

刘亚明介绍，

2010

年中国

60

岁及

以上人口占比

13.26%

， 相比

2000

年提高了

2.93

个百分点； 邻近

60

岁的年龄段人口逐步增多， 已开始

进入高峰期间， 预计

2040

年

60

岁

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

28％

。

而老年人更易患各种慢性病，

需要长期用药与治疗， 其患病和用

药需求的特点是：

60

岁以上人口

慢性病患病率是全部人口的

3.2

倍， 伤残率是全部人口的

3.6

倍；

老年人消耗的卫生资源是全部人口

平均消耗资源的

1.9

倍。 据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

2009

年城

镇职工医保中大约

1/4

的退休人员

用去了住院统筹基金部分的

60%

。

因此， 在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

的过程中， 慢性病已成为中国人口

死亡主要的杀手， 占疾病负担的

70%

， 占死亡人数比例超过

80%

。

目前， 中国人口最常见的四种慢性

病为心血管疾病、 癌症、 糖尿病和

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

上述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的报

告称， 到

2030

年， 仅人口老龄化

就会使慢性病负担增加至少

40%

。

如果不实施有效的防控策略，

40

岁以上中国人罹患心血管疾病、 慢

性阻塞性肺部疾病、 糖尿病和肺癌

的人数在未来

20

年将可能增加到

现在的

2

倍甚至

3

倍。 而据世界卫

生组织预测， 到

2015

年， 中国慢

性病造成的直接医疗费用将达到

5000

多亿美元。

“因此， 天士力、 康缘药业、

恒瑞医药、 益佰制药、 昆明制药等

一大批拥有独家品种的企业， 或是

产品技术壁垒相对较高的心脑血管

病药物、 抗肿瘤药物生产企业将从

中获益。” 刘亚明表示。

寻找价格

平稳窗口期

总体而言， 医药行业上述两大

趋势已逐步形成， 我国医药行业正

步入黄金十年。 值得关注的是， 受

制于成本压力和药品价格下降的影

响， 近一年来医药企业的利润空间

正在受到挤压。

统计显示， “十一五” 期间，

我国七大类医药工业利润总额的复

合年增长率为

36.69%

， 但

2011

年

上半年的利润总额同比增幅为

21.25%

，

2011

年前三季度同比增

幅继续下降至

20.51%

； “十一五”

期间医药工业的平均利润率水平为

10.22%

， 但进入

2011

年， 在成本

和价格的双重压力下， 前

9

月医药

工业平均利润率仅为

9.98%

。

基于此， 瑞银证券医药行业分

析师季序我认为， 在主流的医院处

方药市场， 选择投资标的， 应该将

“以价格为核心， 考虑行政降价和

招标， 寻找价格平稳窗口期” 作为

思路， 或者寻找 “不存在价格压力

的标的”， 如非处方药 （

OTC

）、 医疗

服务、 医疗器械等等。

所谓 “行政性降价”， 是指发改

委直接下调药品的最高零售价， 招标

则分为基药招标和常规招标即非基药

招标。 季序我认为， 应特别关注常规

招标， 因为常规招标影响了国内药品

销售的主流。 目前， 国内

31

个省级

区域已经全部实行省级统一招标。

季序我表示， 虽然药价一直随招

标价在下降， 但从过去

5

年的情况来

看， 只要招标降价的速度在合理水

平， 药企所受的影响还不大， 因为药

企可以通过不断推出新产品来保持较

快增长； 如果某些时期招标降价速度

过快， 则会影响药企利润。

在季序我看来，

2007

年至

2009

年医药上市公司连续高增长的原因，

首先在于

2006

年后政府暂停了行政

性降价； 其次是各省招标价格下降的

幅度相对平稳， 北京作为最大区域市

场， 在

2006

年后甚至连续

5

年没有

进行新一轮招标。

2010

年四季度， 发改委时隔近

5

年后重启行政性降价， 这对经销商等

行业参与者的信心打击很大， 这也是

2010

年四季度药企利润增速开始下滑

的原因。

据悉，

2009

年

~2010

年， 由于国

家推出新版医保目录， 基本药物制度

也在推进， 因此各省常规招标进度停

滞。 但从

2010

年四季度开始， 各省

新一轮常规 （非基药） 招标重新开始

密集执行， 最大的四个区域市场中，

上海、 浙江、 北京在

9

月至

11

月分

别开始执行新标， 尤其北京此前

5

年

未招标， 一次性降幅较大。 在 “降药

价保民生” 的大目标下， 招标带来的

价格压力比前几年高。

另外，

2010

年开始国家重启对医

院的评级， 医院在四季度控制 “药占

比” 等指标的压力很大， 这也是药企

利润增速下滑的原因之一。

季序我判断，

2012

年医药行业

的收入增速会继续降低， 但不必过

分悲观， 需要密切注意的是价格，

包括行政性降价和招标。 他认为明

年行政性价格调整不会停止， 《药

品价格管理办法》 的出台可能比预

期要快。 在招标方面， 明年可能有超

过

20

个省、 军区招新标。 据其不完

全统计，

2011

年执行新标的大概有

12

个地区、 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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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制造业近年利润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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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合基金支出规模快速增长

前

11

月上海中小企业

集合票据累计募资

11.5

亿

在

17

日举行的上海市中小企业融资市场

揭牌仪式上，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

任傅新华透露， 今年

1

至

11

月， 上海有

18

家

中小企业发行集合票据， 累计募集资金

11.5

亿元。

傅新华介绍， 今年以来， 受宏观经济因素

的影响，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突出， 上海通过

拓展直接融资渠道、 推动中小企业改制上市，

加大中小企业担保支持力度， 积极发展融资服

务平台这三大渠道， 大力推进和改善中小企业

融资服务。 刚刚揭牌的 “上海中小企业融资市

场”， 就是在国家工信部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

成立的， 它将为创新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模式作

出探索努力。

另外， 工信部中小企业司巡视员狄娜表

示， “国家中小企业局” 不会在年内成立。 此

前， 有媒体透露称， 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 工信部等多个部委， 正在抓紧起

草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 并将很快出

台， 国务院将设立中小企业国家级管理机构，

并可能在近期就相关事宜进行讨论。 （孙玉）

上海产权市场

上周制造业成交

17

宗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 上周， 上海产权市场制造业成交宗数居

首， 一周成交

17

宗， 成交金额合计达到

2.19

亿元。 其次是房地产和资产管理业， 一周成交

金额分别达到

3.15

亿元和

1.1

亿元。

上周， 上海产权市场私营企业大手笔收购

各类产权。 如国有企业出让的上海霄龙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30%

股权， 最终被上海一家私营

企业以

1.1

亿元价格收购； 上海浦祥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25%

股权转让项目被南京一家私

营房地产开发企业收购， 成交价格

1.5

亿元。

同时， 有多宗制药企业股权成功交易。 其

中， 上海长征富民金山制药有限公司

96.296%

股权被北京一家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成交

价格

9205.9

万元； 上海新华联制药有限公司

9.69%

股权被浙江一家私营药业有限公司收

购， 成交价格

4065.76

万元。

上周， 挂牌金额最多的是房地产业， 一周

新推挂牌金额

9.56

亿元； 其次是社会服务业

和金融业， 一周新推挂牌金额分别为

2.87

亿

元和

2.4

亿元。 （孙玉）

张江高科技园

昨日启动“聚才计划”

昨日， “张江聚才计划” 启动仪式在张江

高科技园区内举行， 启动仪式上发布了 “双

1000

” （即张江人才的居住成本、 创业办公成

本分别实现每月人均只需

1000

元） 工程， 并

启用 “张江人才公寓”、 “张江创业工坊”， 作

为 “双

1000

” 第一批启用的设施。 张江高科

技园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张江集团总经理、

张江高科董事长丁磊表示： “人才是张江高科

技园区的核心竞争优势和创新动力源， 我们将

进一步降低创新创业成本， 提升综合服务的质

量和水平， 全方位打造一个国际化、 多层次、

让各类人才都有归属感的创新高地。”

据悉， 张江园区从

2001

年起开始建设推

出人才公寓， 目前已投入使用

27

万平方米。

日前， 张江集团成立了 “张江高科技园区公共

租赁房运营有限公司”， 在原有的基础上对人

才公寓的管理和运营进行了优化和细化， 加大

政策扶持力度， 提供人均

1000

元

/

月、 租赁期

不超过两年的配套公寓。 到

2013

年底， 将再

推出近

30

万平方米的人才公寓。 同期推出的

“张江创业工坊”， 将为来张江创业的团队提供

月均租赁价

1000

元的办公空间， 有效降低张

江园区的创业办公成本。 （蒋晔）

阳光电源

发布三款新产品

12

月

17

日， 阳光电源 （

300274

） 的三款

新产品

SG125Kw

、

SG500kW

光伏逆变器以及

SG1000kW

光伏逆变房正式发布， 并且由合肥

金太阳能源科技公司投资、 阳光电源公司承建

的国家 “金太阳示范工程” ———

1MW

光伏电

站也在同期实现并网发电。

作为中国最大的光伏逆变器设备制造商，

阳光电源拥有业内多项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

这给新品的陆续推出提供了技术支撑。 此次发

布的三款新品在安全性、 稳定性、 可靠性、 输

出效率等方面均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都具备低

电压穿越功能； 同时， 新产品在设计上也考虑

了客户的使用便利性需求， 安装的便捷性比以

往有了较大提升， 后期维护成本也比较低。

同期实现并网发电的

1MW

光伏电站使用

了阳光电源最新一代的光伏逆变器， 每年可产

生

100

多万千瓦时的清洁电力， 能基本满足阳

光电源公司厂区的用电需求， 每年可减排二氧

化碳

800

多吨。 （王非）

数据来源： 卫生部、 方正证券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