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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区能够助力多款药物临床使用及上市的原因在于先
行区具有许多独特的福利政策。以博鳌乐城为例，一是
特许药械贸易自由便利，允许使用国际前沿、未在国内
上市过的新药品、新器械。同时对于国外已上市国内未
上市的临床急需特许药械，审批时间缩短至3个工作日。
二是开放真实数据应用研究，设立真实世界数据研究中
心，向国外已上市国内未上市的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产
品，在真实临床环境下使用产生数据，并支持药物在中

国的获批上市。三是将医疗和药品二合一监管，博鳌乐
城创立了国内第一家由卫生部门和药监部门共同设立的
医疗药品监管机构，使政府履行职能更加顺畅，实现业
务协同、信息互通，资源共享，避免多头监管，形成监
管合力，提高监管效率。从研发、临床试验、审批、上
市使用等多个环节都为新药提供了极大的政策红利（如
图5）。

月，强生全视Catalys飞秒激光眼科治疗系统基于博鳌乐
城真实世界数据获批上市，成为继青光眼引流管之后第
二例使用临床真实世界证据辅助临床评价获批的创新型
医疗器械产品。2021年3月，Blueprint Medicines普拉
替尼胶囊成为首个真实世界数据辅助临床评价获批上市
的药品。2021年4月，基于大湾区“港澳药械通”政策
的落地实施，首个药品强生的“抗D免疫球蛋白注射
液”和首个医疗器械“磁力可控延长钛棒”开始在深圳
临床使用，这是第一款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同步的新药。
同月欧康维视OT-401的新药上市申请正式获NMPA受
理，是首个完全基于先行区真实世界数据（博鳌乐城）
申报的新药（如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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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医药魔方数据库统计已披露的投融资数据，2013年
至2021年中国创新药领域在投资案例数量有了突破性的
增长，在投资金额上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与2013
年相比，2021年融资案例数增长超13倍，融资总金额超
17倍（如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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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物医药行业的高级人才，通常给予购房补贴、各
种评审绿色通道、落户优惠、子女入学、社保医保优惠
等政策吸引其入住园区。对于应届毕业生，在招聘、实
习、落户等方面给予便利，设立生活补贴，吸引其加入
园区企业。而在创业支持方面，园区通常会提供以下支
持途径：一是设立相应计划，对于不同阶段项目的新药
研发与转化提供资金支持；二是对认定的高新生物医药
企业提供生产、研发用地的建设支持等，帮助初创企业
更好地建设公司；三是为初创企业提供投融资帮助，对
于投资机构设立奖励等方式，吸引投资机构投资园区内
部。

以苏州工业园区举例，出台了《关于加快集聚生物医药
产业人才的若干措施》共15条全方面的措施。其中例
如，措施规定对于生物医药人才开通绿色通道，优先享
受园区人才优购房、人才优租房和虚拟优租房政策；支
持生物医药重点企业引进硕士、博士应届毕业生人才，
给予硕士每年3万元、博士每年4万元，累计不超过3年的
人才补贴；对于入选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创业工程的生物
医药人才提供创新创业资助，最高补贴资助可达5000万
元且顶尖人才补贴金额上不封顶。

基于国家政策支持以及大量科技创新人才回归的依托，
2012年-2020年这10年以来新成立的中国创新药企业数
量快速增长，其中2016-2020年每年新创立的创新药企
业数量均突破100家（如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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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国创新药行业近些年有较大突破，已经跻身为全
球创新药研发的第二梯队，但是整体来说我国从仿制药
为主到以创新药为主的产业转型才刚刚起步，因此创新
药研发生态发展还未成熟，从企业到研发机构再到政府
整个创新药领域的参与方都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尚未
形成可以多元合作的研发生态系统。

在企业层面上，总体来说国内创新药企业研发投入相对
较少。研发投入是衡量创新药企业研发水平的重要指
标。通过对2021年医药行业销售额Top50企业研发费用
的统计，我国领先企业例如恒瑞医药、中国生物、石药
集 团 等 研 发 费 用 占 销 售 额 比 例 分 别 达 到 了 1 7 . 9 % 、
12.0%、11.8%，与销售额排名第一的辉瑞（研发占比
19.2%）、排名第二的艾伯维（研发占比11.8%）、排名
第三的诺华（研发占比17.7%）占比相比，研发占比已经

能够追赶上部分国际领先跨国药企的水平，可以说我国
药企对于研发的重视程度与领先跨国药企旗鼓相当。但
是尽管在研发费用占比上差距不大，国内药企研发费用
的 绝 对 值 与 国 外 领 先 跨 国 药 企 还 是 相 较 甚 远 （ 如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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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分级诊疗、医联体、家庭医生签约等多项“强基层”
政策逐渐落地，医药市场会呈现下沉趋势，基层医疗机构
的用药需求将逐渐增多。然而基层医药市场分散，进入困
难，使得目前我国创新药企业对基层医疗机构的覆盖非常
不足。通过对2016-2020年中国医院端药品销售市场规模
进行统计，基层医疗机构的市场规模在三大终端药品销售
市场中占比最小，仅占10%。但是基层医疗机构的就诊
人次与医院就诊人次和其他机构就诊人次相比，数量却

最多，占53%（如图27）。巨大的差异也提示创新药企
业对基层医疗机构的药品覆盖能力较差。

除此之外，医生能力差异也是导致中国医疗机构基层人
次占比与市场规模不对等的另一因素。根据对2019年我
国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人员专业技术资格组成进行统
计，副高和正高职称的人员在基层医疗机构的比例分别
为4.9%、0.6%，在医院的比例分别为7.5%、2.6%，差
异显著。在数量上，副高及以上人员数量在基层医疗机
构人数仅为23万人，在医院人数能够达到79万人（如图
28）。基层医疗机构的高职称医生在数量和占比上都比
医院低。由于缺乏专业性较高、紧跟当前治疗研发热点
的高职称医生的指导，加之大部分基层医生的诊疗信息
更新渠道较为匮乏，诊疗手段的时效性较差，故对指南
的追踪不足以及创新药物的临床使用较为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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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沪深港通生物科技50指数反映在香港特区或中国内地上市并符合互联互通交易资格，总市值位列首五十名的生物
科技公司的整体表现。而从2021年7月开始，恒生沪深港通生物科技50指数情况呈现出明显的下跌状态。自2020年12
月31日到2022年4月29日恒生沪深港通生物科技50指数已下跌30%（如图34）。医药公司股价迅速下跌甚至部分公司
直接出现腰斩的情况，背后离不开CDE政策的出台与市场对License in态度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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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截至2022年6月13日
资料来源：医药魔方PharmaInvest®数据库；医药魔方研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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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保是一款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以“城市定
制、商保承保”的方式，由政府及相关部门协同商业健
康保险公司与第三方保险技术及服务公司联合发布。惠
民保具有较低入保门槛，可负担的保费价格以及较高的
承保金额三大优势，一经发布便成为热门的短期健康险
产品。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全国一共有28个省144个
城市推行了177个惠民保计划，覆盖人口约1.4亿。惠民
保的一个重要特点和突破在于针对重特大疾病设置了医
保目录外的特药目录，实现了对基本医保的进一步延伸
和补充完善。同时，与普通商业健康险相比，惠民保入
保门槛低的优势也让新药的可及性上大大提升。根据对

药品数量的统计，惠民保药品覆盖量最高可达到100种以
上，尽管在不同地区药品覆盖数量存在一定差异，但是
总体来看，超过一半的惠民保能够实现药品覆盖量维持
在25种以上（如图44）。根据对药品种类的统计，绝大
多数的创新药都被纳入惠民保的保障范围中。以海南地
区的惠民保“乐城特药险”为例，其在海南参与医保的
人员均可投保，每人每年保费仅29元，但是保额高达
100万元，覆盖范围可囊括70种国内外抗肿瘤新药及35
种常见癌症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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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拓展海外市场之外，国内零售市场的新机遇也是创新
药企需要把握的商机。DTP药房是零售药店的一种新业
态。与普通药房相比，DTP药房的药品品类更加高端，
主要专注于新特药、高值药、处方药，类型主要包括抗
肿瘤药、罕见病药物、神经系统药物、慢性病药物，营
收也主要来源于这几个较大的核心品种；而且DTP药房
还能为客户提供一对一的专业药事服务和健康管理服
务。DTP的这些特质使得DTP药房客流量往往是小而

专，客单价高出普通药店10倍以上，且患者接受的服务
周期更长。自2015年DTP药房概念开始盛行，随着处方
外流、新药发行方式、支付方式等外部环境的变化，
DTP药房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承接了许多创新药、高
值药和处方药的院外市场，市场规模开始迅速扩张。
2019年DTP药房销售额已达到150亿元，较2015年的80
亿元市场规模，实现了翻番（如图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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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毕马威中国

联系我们
傅奇琪 Kiki
医药魔方咨询副总监
邮箱：fuqiqi@pharmcube.com
联系电话：（+86）021-66292268

联系我们
于子龙 Colin Yu
毕马威生命科学主管合伙人& 战略与运营合伙人
邮箱：cz.yu@kpmg.com
联系电话：（+86）10 8553 3588

医药魔方成立于 2015 年，通过“数据 +AI”与医药产业深
度融合，致力于推进行业数字化升级。基于专业的数据标
准体系，以及前沿的数据整合技术，医药魔方已陆续建立
起系列医药知识仓库，推出了近十款企业级数据解决方
案，服务了近千家头部医药企业与投资机构。

目前，医药魔方已覆盖六十万 + 医药行业专业用户，具有
较高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以数据业务为核心，公司逐步拓
展了媒体与咨询板块，不断深耕，与全产业链多家专业机
构达成了战略合作，形成良好的共赢发展生态。

关于医药魔方

毕马威在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运营的成员所及关联机构
统称为“毕马威中国”。

毕马威中国在三十个城市设有办事机构，合伙人及员工超
过 14,000 名，分布在北京、长春、长沙、成都、重庆、大连、
东莞、佛山、福州、广州、海口、杭州、合肥、济南、南京、南
通、宁波、青岛、上海、沈阳、深圳、苏州、太原、天津、武汉、
厦门、西安、郑州、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在
这些办事机构紧密合作下，毕马威中国能够高效和迅速地
调动各方面的资源，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1992 年 , 毕马威在中国内地成为首家获准中外合作开业
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2012 年 8 月 1 日，毕马威成为四大
会计师事务所之中首家从中外合作制转为特殊普通合伙
的事务所。毕马威香港的成立更早在 1945 年。率先打入市
场的先机以及对质量的不懈追求，使我们积累了丰富的行
业经验，中国多家知名企业长期聘请毕马威提供广泛领域
的专业服务（包括审计、税务和咨询），也反映了毕马威的
领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