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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趋势性分析一、趋势性分析

2022年4月，医药卫生行业新增24份报告，相较上个月减少了9份，低于过去6个月的平均水平。 新增的报告中，访问热度前五
的是《医药生物行业周报：关注新冠产业链及中药创新药》、《2022年钢铁行业为什么继续压减粗钢产量》、《中欧基金：积
极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助力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医药行业周报(22年第17周)：联影医疗科创板过会 板块回调配置价值日
益凸显》和《医疗服务行业周报：县医院综合能力提升工作全面启动 医疗新基建受关注》，分别共有40、39、39、39、39个
用户访问。 本月的行业热点话题是“养老金”、“医药”、“养老保险”、“医疗”、“亿元”等，其中“养老金”最受业内人士关注。

 

 

二、热门报告摘要二、热门报告摘要

报告报告1：：《医疗服务行业周报：县医院综合能力提升工作全面启动 医疗新基建受关注》

摘要：摘要：  福建[UNK]医药[UNK]，重要资讯福建率先对省属公立医院试行药事服务费近日，福建率先对省属公立医院试行药事
服务费，自2022年7月12日起试行一年。
其中明确，药物治疗门诊、多学科综合门诊和住院诊查费加收规定，限省属公立医院为患者提供临床药物治疗等药学服务收

取，但不包括中医中治。

医疗服务行业周报县医院综合能力提升工作全面启动医疗新基建受关注核心要点上周医疗服务II下跌5.59%，在细分行业中跌
幅最小上周医药生物报收9532.92点，下降7.34%，涨幅排名位列申万一级行业第28位，排名靠后。

报告报告2：：《医药行业周报(22年第17周)：联影医疗科创板过会 板块回调配置价值日益凸显》

摘要：摘要：  [UNK]梦境[UNK]，本周全部A股下跌4.23%（总市值加权平均），沪深300下跌4.19%，创业板指下跌6.66%，生物医药
板块整体下跌7.34%，跑输沪深300指数3.15个百分点。
医药行业周报(22年第17周)联影医疗科创板过会板块回调配置价值日益凸显关注景气赛道合理估值标的。
当前医药生物市盈率（TTM，整体法，剔除负值）27.07x，处于近五年历史估值的4.9%分位数，估值处于历史低位。

报告报告3：：《中欧基金：积极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助力养老保障体系建设》

摘要：摘要：  参加养老金改革，中欧基金积极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助力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文中欧基金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标志着我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历时4年后将逐步
从试点转向常规，也是建设并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

当前个人养老金的制度设计已经完全具备了自愿参加、账户制、积累制、市场化运营、税收激励、个人自主投资选择这些第三

支柱成功的特征，能够尊重个人养老的多样化和差异化、充分调动个人参与的积极性并最大程度的发挥银行、保险公司和基金



公司等市场主体服务个人养老金业务的效用。

报告报告4：：《2022年钢铁行业为什么继续压减粗钢产量》

摘要：摘要：  粗年。，2022年钢铁行业为什么继续压减粗钢产量粗钢产量压减作为十四五时期钢铁行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
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2021年成效显著。
连续调控粗钢产量是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需要，是巩固粗钢产量压减成果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

发展的有力保障。

对于2022年继续开展粗钢产量压减工作，笔者在《2022年继续调控粗钢产量的必要性》中详细阐述了原因。

报告报告5：：《医药生物行业周报：关注新冠产业链及中药创新药》

摘要：摘要：  中医药研究院[UNK]，医药生物行业周报关注新冠产业链及中药创新药投资要点（1）3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到2025年，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明显增强，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政策和体系进一步
完善，中医药振兴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独特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过去一周行情回顾过去一周（3.284.1）主要指数涨跌幅情况申万医药生物行业指数（0.15%），上证综指（2.19%），深证成
指（1.29%），创业板指（1.10%），沪深300（2.43%）。
我们认为今年国家对中医药行业仍会出台更多的规范性文件和指导，有利于行业长久发展。

三、关注指标分析三、关注指标分析

关注指标关注指标1：居民疾病：居民疾病

指标分析指标分析1：：

自新冠疫情以来，建设现代化的卫生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公共卫生 
是以保障和促进公众健康为宗旨的公共事业，旨在改善与健康相关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提供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培养公众健康素养，创建人人享有健康的社会。然而，我国目前基层卫 
生体系的发展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 
健康问题日趋复杂；另一方面，基层医疗体系机制不顺、人才流失严重。完善并促进卫生体 
系的现代化发展，诸多问题有待解决。 
与历史数据相比，2018 年城市神经系统疾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比重为 1.37 比重， 
该指标在 2017 年同期为 1.27 比重，与 2017 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0.1 比重，同比增长 7.87%， 
增长规模较强，增长率较上一年度上升 3.77%。2006 年至 2018 年间，城市神经系统疾病死 
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比重由 0.93 比重变为 1.37 比重，城市神经系统疾病死亡人数占总死 
亡人数的比重平均值为1.12比重，平均增长率为3.83%，2011年增长最快，增长率为30.85%； 
2010 年增长最慢，增长率为-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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