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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展望 2023|医疗器械行业：潮水消退行业增长

迎来新动能，企业信用水平出现分化，但整体环境

仍较好  

主要内容： 

国家在医疗新基建领域发力，预计 2023年医疗设备相关市场景气

度持续向好。从 2020年开始我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大于以往年份，

且近年来国家在大型医院、基层医院及方舱医院等各级医院的建设均

有所发力，医疗机构的扩张带动了医疗设备采购需求的扩大，预计 2023

年医疗设备相关市场的景气度持续向好。 

IVD行业回归常态化发展，核酸检测相关企业需关注应收款项回款

情况。受疫情本身控制、集采压价、防疫政策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新冠检测相关市场已达瓶颈；其中核酸检测相关企业受地方财政的影

响、需关注应收账款回款情况。 

高值耗材集采价格降幅将趋于稳定，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国产替

代的进程。随着集采进程的推进，从降价幅度来看，血管介入类产品降

价幅度最大、骨科类产品次之、人工晶体的降价幅度相对温和，随着企

业报价的理性，未来集采降价幅度将趋于稳定。骨科脊柱类产品中同一

产品类别国内外产品报价差异较小，国产品牌有望在产品服务方面取

得优势，未来国产替代有望加速；人工晶体类产品由于技术差距国产替

代尚有一定空间。 

预计 2023年医疗器械行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增长承压，财务杠杆仍

保持较低水平，部分企业面临一定偿债压力。过去两年医疗器械样本企

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大幅增长，主要受益于医用耗材、检测等防疫相

关产品需求的提升，但短期的增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截至 2022 年 9

月末样本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 26.43%，其中南卫股份、新华医疗、

楚天科技部分财务指标表现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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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疗器械行业细分子行业展望 

本文将医疗器械行业主要划分为三个子行业分别进行分析：即医疗设备、体外诊断试剂（IVD）和医

用耗材三部分。其中 IVD 重点关注疫情相关的核酸检测及抗原检测相关内容，医用耗材重点关注带量采购

给行业带来的影响。  

1、国家在医疗新基建领域全方位发力，医疗机构的扩张带动了医疗设备采购需求的扩大，预计 2023

年医疗设备市场景气度向好 

预计 2023 年起我国医疗设备的采购需求将进一步提升。新冠疫情作为催化剂，使得国家在加强公共卫

生体系的建设方面提速，各地纷纷在补短板、医院改建扩建等方面加大投入。从 2020 年初疫情蔓延开始国

家就在考虑“平疫结合”的长期规划，在疫苗、特效药的保护存在一定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以医院新建、改

建、扩建等方向的医疗新基建成为了各地政府的亟待落实的方向。医院的建设往往由各地政府提出，以未来

3-5 年为规划期，对新增医院的数量或床位数提出了具体要求。如下表所示，各地政府提出的建设的医院等

级较高，一般为三级和三甲医院，伴随着大型公立医院的建设，医疗设备的采购需求将进一步增长。 

医疗设备在短期内可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2022 年 4 月国家卫健委印发了《“千县工程”县

医院综合能力提升工作县医院名单》，共 1,233 家县级医院将根据要求到 2025 年达到三级医院医疗服务能

力水平。该政策落实除提升县级医院的综合服务能力外，可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进一步释放基层医疗卫生

资源需求的市场空间。此外，我国大部分基层医疗机构由于预算有限，采购的设备多为性价比较高的设备，

这为国产医疗设备生产企业带来新一波发展机遇。 

医院的升级改造需配备相关必要的医疗设备和器械。2022 年 12 月 9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

发布会表示，要以地市为单位，把方舱医院升级改造成亚定点医院，标准为按照要按照其床位 10%的比例

来改造监护床位；此外要求三级医院综合 ICU 要达到床位总数 4%的比例。以上医疗资源的相关改造工作一

定程度上可带动相关医疗器械或设备的采购需求。 

因此，本轮医疗新基建的推动是国家对于公共医疗卫生领域的一次全方位提升，医疗机构的扩张带动

了医疗设备采购需求的扩大，预计未来 2-3 年医疗器械尤其是医疗设备相关市场的景气度向好。 

表1 近年来医疗新基建领域相关政策 

发布日

期 

发布机

构 
文件名称 具体内容 

2020年3

月 

河南省卫

健委 

《河南省三级医疗机构设置规划

（2020年—2025年）》 

2025年规划新增三级医疗机构162所，全省三级医疗机构床位

数达到27.1万张，千人口床位数达到2.7张 

2020年3 苏州市政 《苏州市三级三甲医院建设方案》 “十四五”时期三级医院数量增长50%、三甲医院新增1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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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府 

2020年8

月 

西安市政

府 

《西安市卫生健康事业重点项目

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

年）》 

在2022年实施13个医院项目建设，新增床位13,375张 

2021年6

月 

深圳市政

府 
《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 

在“十四五”期间新增病床位2万张，三甲医院从22家增加至

30家 

2021 年

10月 

国家卫健

委 

《“千县工程”县医院综合能力

提升工作方案（2021-2025年）》 

在临床服务方面构建肿瘤防治、慢病管理、微创介入、麻醉疼

痛诊疗、重症监护等临床服务五大中心，在急诊急救方面强化

胸痛、卒中、创伤、危重孕产妇救治、危重儿童和新生儿救治

等急诊急救 

2022年3

月 

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

制综合组 

《方舱医院设置管理规范》 
配备必要的医疗设备、药品和器械，包括CT车、血氧饱和度检

测仪、监护仪、除颤仪、无创呼吸机等 

资料来源：各个政府网站，中证鹏元整理 

2、IVD 行业正在摆脱新冠检测的影响回归常态化发展，防疫新政策对抗原检测市场的推动有限，核

酸检测相关企业需关注应收账款回款情况  

整体来看，IVD 行业发展正在摆脱新冠检测的影响、回归常态化发展。受疫情本身控制、集采压价、

防疫政策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新冠检测相关市场已达瓶颈，IVD 相关企业需通过自主研发或并购扩张

增强自身在细分领域的实力，或者选择拓展其他体外诊断业务构筑可持续成长。 

新冠病毒抗原检测海外市场整体波动较大。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1 年我国抗原检测试剂第一大出口

国为德国，2021 年 4-5 月份德国放松疫情管控措施，积极鼓励居民使用抗原产品进行自测，我国抗原产品

出口货值增长明显。2021 年底奥密克戎毒株被发现，海外国家加强了抗原采购，2021 年 12 月-2022 年第

一季度抗原产品出口货值保持高位。但除去前述期间，疫情较为稳定且政策刺激效果不明显时，抗原产品

出口规模均大幅回落。此外，随着国际市场竞争加剧，抗原出口价格也不断下降，产品利润空间逐渐降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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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新冠抗原检测试剂出口波动较大 

 

 注：2021-2022 年数据分别取我国 HS 编码 30021500、38221900 商品（主要为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的出口货值。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统计数据，中证鹏元整理 

在二十条优化措施1及“新十条”2政策颁布以来，国内市场需求短期内激增，但应谨慎乐观看待对企

业的利润贡献。近期随着防疫新政策的出台，抗原检测线上及线下销量激增，但由于抗原产品生产周期不

长，已获批的国内抗原生产企业产能储备相对充足，各地政府、企业反应迅速控制产品价格，预计国内的

抗原检测产品市场将在较短时间内回归正常市场秩序。此外，国内获批抗原生产企业数量增加将加剧行业

竞争格局、集采也推动了产品定价的一再走低，因此综合来看防疫新政策的实施预计对抗原检测市场的推

动有限。从财务数据来看，我国新冠抗原生产企业 2022 年单季度营业收入环比大多呈现不同程度的下

滑，此外多家上市企业均在半年报中提示潜在的经营风险，主要提示内容为市场竞争加剧、产品可能滞

销、销量预计下降等。 

表2 大部分新冠抗原生产企业2022年单季度营业收入环比均有所下滑 

公司名称 Q3 营收环比 Q2 营收环比 

九安医疗 -13.53% -92.96% 

诺唯赞 6.37% -33.95% 

万孚生物 -52.91% -46.36% 

 
1 指的是 2022 年 11 月 11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公布的《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科学精准做好防控

工作的通知》 
2 指的是 2022 年 12 月 7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公布的《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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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生物 -19.85% 11.22% 

安旭生物 -56.70% -91.69% 

热景生物 41.41% -50.07% 

东方生物 -68.41% -50.17%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核酸检测业务收入规模及盈利能力走入下行曲线。11 月 11 日在国家卫健委发布的通知中指出 “没有

发生疫情的地区严格按照第九版防控方案确定的范围对风险岗位、重点人员开展核酸检测，不得扩大核酸

检测范围。一般不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只在感染来源和传播链条不清、社区传播时间较长等疫

情底数不清时开展。”该政策意图采用更科学、精准的措施来防控疫情，将使以往“全员核酸、全民核

酸”的频率大幅下降，预计未来核酸检测机构的收入将环比下降。 

预计新冠核酸检测机构未来回款存在较大压力，主要系目前核酸检测费用多由地方政府承担，而政府

一般回款周期较长，此外 2022 年以来各地政府财政收入不断承压。2022 年 11 月河南许昌出现核酸检测机

构因回款压力暂停接受样本的事件，也从侧面反映出各级财政在核酸检测费用支出方面承担着较大压力。 

3、随着医用耗材集采进程的推进，高值医用耗材价格的降幅趋于稳定，带量采购一定程度上加快了

国产产品替代化进程；低值医用耗材行业竞争激烈，盈利水平不高，预计带量采购政策覆盖到低值耗材用

品之后将加快行业整合，盈利空间继续压缩  

随着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进入常态化，竞价规则将趋于灵活，企业的报价也趋于理性，未来集采价格的

降幅趋于稳定。国家组织医用耗材类带量采购分别针对冠脉支架、人工关节和骨科脊柱类产品。区域联盟

的集采为现有耗材集采的主要方式，涉及的品种有血管介入类、骨科类、人工晶体、手术器械耗材、口腔

种植体、体外循环及血液净化类等多个品种。采购规模较大的有血管介入类、骨科类及人工晶体。从中标

价格（进院价格）降价幅度来看，血管介入类产品降价幅度最大、骨科类产品次之、人工晶体的降价幅度

相对温和。 

表3 血管介入类产品降价幅度整体较大，骨科产品随着采购轮次的增加降幅随之增长 

采购范围 年份 血管介入类 降幅 采购范围 年份 骨科类 降幅 

国家 2020.11 冠脉支架 94.62% 河南十二省 2021.7 骨科创伤 88.65% 

山西省 2020.6 冠脉支架 52.98% 山东省 2021.2 人工髋关节 86.26% 

江苏省 2019.7 冠脉支架 51.01% 京津冀“3+N” 2022.3 骨科创伤 83.48% 

湖北省 2020.8 冠脉扩张球囊 96.00% 国家 2021.9 人工关节 82.00% 

广东七省 2020.12 冠脉扩张球囊 92.23% 安徽省 2020.8 骨科关节 81.97% 

山东省 2021.2 冠脉扩张球囊 91.83% 安徽省 2021.7 骨科脊柱 75.00% 

京津冀“3+N” 2022.3 冠脉扩张球囊 90.00% 淄博七市 2020.11 骨科创伤 6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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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八省 2022.2 冠脉扩张球囊 89.80% 江苏省 2020.8 人工膝关节 67.30% 

黔渝琼三省 2020.9 冠脉扩张球囊 85.32% 安徽省 2019.8 骨科脊柱 53.40% 

江苏省 2019.9 冠脉扩张球囊 74.37% 江苏省 2019.9 人工髋关节 47.20%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证鹏元整理 

表4 近年来人工晶体类产品带量采购降价幅度相对温和 

地区 年份 平均降价幅度 国产产品占比 

陕西省 2022 年 4 月 未披露 - 

京津冀“3+N” 2021 年 12 月 在去年 46.4%的基础上再次降低 16.91% 20.34% 

河南省 2020 年 10 月 56.30% 15.15% 

京津冀“3+N” 2020 年 5 月 54.21% 18.18% 

安徽省 2021 年 8 月 52.60% - 

陕西十省 2020 年 8 月 44.00% 10.71% 

江苏省 2019 年 9 月 26.89% 0.00% 

安徽省 2019 年 8 月 20.50% 12.50%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证鹏元整理 

    集采在产品技术水平相近的前提下推动高值医用耗材的国产替代。目前在不同的领域国产替代进程各

不相同，冠脉支架和骨科创伤产品作为技术相对成熟的品种市场竞争较为充分，产品国产化程度较高；其

中国内冠脉支架市场前四大企业市场占比约为 70.08%3，骨科创伤产品 2022 年京津冀“3+N”联盟中选结

果中共 91 家生产企业的产品中选，其中内资企业 75 家，占比 82.42%。骨科脊柱类产品同一产品类别中报

价差异较小，即国内外产品中标价格差距不大；国产品牌有望在产品服务方面取得优势，未来国产替代有

望加速。 

人工晶体类产品由于技术差距国产替代尚有一定空间。如表 4 所示，人工晶体国产产品随着集采轮次

的增加，市场占比有所提升，但市场份额整体不高。2021 年 12 月京津冀“3+N”联盟人工晶体集采中，4

家中标国产品牌合计占比仅 20.34%。国产品牌中标的型号主要以中低端产品4为主，高端产品中标企业均

为国外品牌，因此只有有能力消除技术差距的人工晶体企业，才能通过带量采购平台获得更多的市场份

额，进而打破进口垄断的市场局面。 

图2 人工晶体产品的中端产品中爱博医疗占比最高 
图3 人工晶体的高端产品中标企业均为国外品

牌 

 
3 赛诺医疗招股说明书，分别为微创医疗、乐普医疗、吉威医疗、赛诺医疗 
4 中选产品按照焦点数、是否球面等要素进行区分，单焦点、球面产品处在中标价格的中低端区域，价格在 229 元~1,099 元

之间，产品占比约 29%；单焦点、非球面产品处在中标价格的中端区域，价格在 790 元~3,191 元之间，产品占比约 58%；

其他品类的产品价格较高，区间在 4,199 元~22,999 元之间，产品占比约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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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京津冀“3+N”联盟人工晶体类医用耗材带量联动采购中

选结果，中证鹏元整理 

资料来源：京津冀“3+N”联盟人工晶体类医用耗材带量

联动采购中选结果，中证鹏元整理 

低值医用耗材由于其本身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导致其产品价格相对不高、盈利水平偏弱，且行业整体竞

争较为激烈。针对低值医用耗材带量采购目前已在部分地区开展并扩大范围，预计将加快行业整合。2021 年

12 月 株洲八市联盟开展低值耗材带量采购工作，6 个品种价格平均降幅为 72.7%；2022 年 11 月 15 日起，

三明联盟5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在各地落地执行，本次集中带量采购品种为 8 种临床常用的低值

医用耗材，中选产品价格平均降幅达到 62.92%。此外，今年以来青海、河北、山西、黑龙江等也相继推进

了低值耗材带量采购工作，低值耗材带量采购正向更大范围扩展。另一方面，不同于高值耗材集采中选企业

较多的特点，低值耗材集采中选企业相对较少，因此低值医用耗材的带量采购将加快行业整合，盈利能力将

进一步压缩。 

二、医疗器械板块信用风险分析 

样本企业的选取按照申万二级行业分类标准进行筛选，筛选出医疗器械板块中的样本企业共有 66 家，

其中有信用债存续企业共 13 家，共涉及 12 只可转债、2 只公司债和 2 只中期票据。 

医疗器械样本企业的主体分布以中高等级为主，AA 及 AA+企业占比数量为 56%。发行债券的信用级

别分布与主体级别分布一致，同样以 AA 及 AA+债券为主；其中两只 AAA 级债券为 ST 和佳发行6。 

图4 医疗器械企业主体信用级别分

布 

图5 医疗器械企业存量信用债券

级别分布 

图6 医疗器械企业存量信用债券

级别分布 

 
5 联盟成员覆盖全国 16 省的 30 个地级市、4 个国家医改示范县 
6 ST 和佳主体信用等级于 2022 年 12 月 2 日调整至 B+，其发行的“19 和佳 S1”及“20 和佳 S1”均由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

限公司担保，其中“19 和佳 S1”已于 12 月 13 日由深圳高新投兑付暨摘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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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注：按发行数量统计；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注：按发行规模统计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预计 2023 年医疗器械行业业绩增长出现分化，盈利能力仍将保持较好水平 

2020 年受疫情影响、医疗器械样本企业营业收入及利润总额增速均有较大提升、2021 年出现回落。

2022 年 1-9 月样本企业收入及利润增长进一步走弱；其中 66 家样本企业中营业收入、利润总额负增长的

企业分别为 26 家和 35 家。从子行业来看，IVD 行业正逐渐回归常态化发展；医用耗材带量采购范围从采

购区域及采购品种来看均进一步扩大；预计 2023 年行业的增长动能主要靠医疗新基建带来的设备采购需

求的提升。 

集采对于样本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开始显现，销售毛利率中位数由 2021 年 1-9 月的 56.58%降至 2022

年 1-9 月的 47.15%，由于未来集采的价格降幅趋于稳定，对销售毛利率削弱的趋势将趋于缓和；此外，近

年来样本企业销售费用率整体趋于稳定，预计医疗器械企业盈利能力仍将保持较好水平。 

近年来医疗器械样本企业营运效率整体有所提升，2023 年核酸检测相关企业将拖累行业整体运营效率 

从运营效率来看，医疗器械样本企业近年的存货和应收账款平均周转天数有所缩短，带动净营业周期

图7 预计样本企业盈利增速回归常态化发展，销售费用率将保持稳定  

 

注：因样本企业部分企业受疫情影响业绩波动较大，故取中位数代替均值以考量样本企业整体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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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下降，应付账款周转天数略有增长，整体运营效率有所提升。从细分行业来看，未来医疗设备相关企

业受益于医疗新基建的需求的增长、库存去化加速，未来存货周转天数将有所下降。IVD 相关企业受疫情

检测相关企业账期延长的影响，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将有所提升，其中抗原检测企业影响较小，核酸检测企

业对整体影响较大，主要系兰卫医学、凯普生物、达安基因等应收账款增长规模较大的公司，预计将拖累

2023 年行业整体运营效率。 

受益于医用耗材、检测等防疫相关需求的提升，近两年医疗器械企业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大幅增长，但

未来的增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投资活动中长期投资规模增长较快，需关注未来产能无法消化的风险  

2020 年受疫情影响、医疗器械样本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整体大幅提升，2021 年略有下降；从子

行业来看，在疫情防控中受益的企业主要围绕医用耗材、检测、治疗设备等方面。2019-2021 年样本企业

收现比有所波动但维持良好水平。由于 2022 年 1-9 月经营活动现金流样本企业中九安医疗贡献较大，将其

剔除后均值大幅下降，且预计未来检测需求难以维持之前的水平，2023 年医疗器械行业经营活动现金流的

增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样本企业中 2022 年前三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负的企业有 9 家，其中楚天科技、华大基因、新

华医疗较去年同期下降较大，均主要系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大幅下降所致。  

近年来医疗器械行业投资活动规模不断扩大，2019-2021 年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复合增长 78.18%，投

资活动中长期投资规模增长较大，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过去三年复合增长 53.09%。由

于企业增加长期投入一般为扩大产能，且固定资产的投资往往需要 2-3 年，预计 2022-2023 年医疗器械行

业投资活动现金仍较大，并且随着产能整体的提升，未来无法顺利消化的风险随之增长。  

图8 医疗器械样本企业近年来营运效率情况 （单位：天）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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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行业样本企业财务杠杆保持较低水平，但经营性现金流对债务偿还保障能力趋弱，中证鹏元

预计 2023 年医疗器械行业企业整体偿债能力仍较好，但需关注杠杆水平较高而经营效率低下企业的流动

性压力 

近年来医疗器械样本企业资本结构有所改善，主要系 2020 及 2021 年抗疫相关产品如医用耗材、检测

等行业需求大幅提升所致；但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以上相关企业的经营性现金流有所下降，对债务偿

还保障能力趋弱。医疗器械板块财务杠杆整体较为稳定且维持较低水平，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平均资产负

债率为 26.43%、速动比率为 3.82，预计 2023 年样本企业主要偿债指标仍表现较好。 

样本企业中资产负债率高于 50%的医疗器械企业有 6 家，从高至低依次为 ST 和佳、楚天科技、南卫

股份、新华医疗、东富龙；此外南卫股份的现金短期债务比及速动比率偏弱，新华医疗、楚天科技的经营

活动现金流表现不佳，面临一定的偿债压力。医疗器械行业样本公司净资产规模总体较小，净资产高于

200 亿元以上公司仅有迈瑞医疗及九安医疗 2 家。  

图10 样本企业资本结构有所改善，但经营性现金

流对债务偿还保障能力趋弱 

图11 截至2022年9月末医疗器械板块公司净资产与资

产负债率 

图9 受疫情影响医疗器械行业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大幅提升  

 
注：2022 年 1-9 月样本企业经营活动现金合计净流入 473.98 亿元，其中九安医疗贡献 177.02 亿元。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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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表5 样本企业中南卫股份、新华医疗、楚天科技存在一定偿债压力 

证券代码 公司简称 资产负债率 速动比率 
货币资金/短

期债务 

有息债务规

模 

经营活动净

现金流 

603880.SH 南卫股份 55.37%  0.50  0.29  4.85  0.12  

300171.SZ 东富龙 54.60%  0.86  128.66  0.03  1.04  

600587.SH 新华医疗 55.03%  0.58  0.88  11.92  -0.54  

300358.SZ 楚天科技 59.92%  0.57  1.10  3.86  -4.65  

注：以上指标为 2022 年 1-9 月财务数据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行业展望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12 

附录一 医疗器械行业样本企业明细 

公司名称 简称 证券代码 涉及债券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贝瑞基因 000710.SZ  

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阳普医疗 300030.SZ  

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冠昊生物 300238.SZ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源协和 600645.SH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ST 和佳 300273.SZ 20 和佳 S1、19 和佳 S1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迪瑞医疗 300396.SZ  

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 三诺生物 300298.SZ 三诺转债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南卫股份 603880.SH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蓝帆医疗 002382.SZ 蓝帆转债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药玻 600529.SH  

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新产业 300832.SZ  

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华大基因 300676.SZ  

广东乐心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乐心医疗 300562.SZ  

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胶囊 002817.SZ  

江苏爱朋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爱朋医疗 300753.SZ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宝莱特 300246.SZ 宝莱转债 

烟台正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正海生物 300653.SZ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九安医疗 002432.SZ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济民医疗 603222.SH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维力医疗 603309.SH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康德莱 603987.SH  

深圳市易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易瑞生物 300942.SZ  

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美康生物 300439.SZ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蛋生物 603387.SH  

迈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迈克生物 300463.SZ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立医疗 300633.SZ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透景生命 300642.SZ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鱼跃医疗 002223.SZ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明德生物 002932.SZ  

北京博晖创新生物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博晖创新 300318.SZ  

中红普林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红医疗 300981.SZ  

英科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科医疗 300677.SZ 英科转债 

广州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达安基因 002030.SZ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振德医疗 603301.SH  

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健帆生物 300529.SZ 健帆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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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采纳股份 301122.SZ  

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博医疗 002901.SZ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万泰生物 603392.SH  

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拱东医疗 605369.SH  

康泰医学系统(秦皇岛)股份有限公司 康泰医学 300869.SZ 康医转债 

欧普康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欧普康视 300595.SZ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迈瑞医疗 300760.SZ  

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孚医疗 301087.SZ  

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凯普生物 300639.SZ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ST 科华 002022.SZ 科华转债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理邦仪器 300206.SZ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奥美医疗 002950.SZ  

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万孚生物 300482.SZ 万孚转债 

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华兰股份 301093.SZ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安图生物 603658.SH  

厦门艾德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艾德生物 300685.SZ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乐普医疗 300003.SZ 20 乐普 MTN002、20 乐普 MTN001、乐普转 2 

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九强生物 300406.SZ 九强转债 

江西三鑫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鑫医疗 300453.SZ  

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迈普医学 301033.SZ  

宁波戴维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戴维医疗 300314.SZ  

武汉华康世纪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华康医疗 301235.SZ  

东富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富龙 300171.SZ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万东医疗 600055.SH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医疗 600587.SH  

内蒙古福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瑞股份 300049.SZ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正川股份 603976.SH 正川转债 

上海凯利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凯利泰 300326.SZ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楚天科技 300358.SZ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尚荣医疗 002551.SZ 尚荣转债 

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利德曼 300289.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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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中的内容和意见仅供参考，并不构成对所述证券的买卖出价。投资者应根据个人投资目标、财务

状况和需求来判断是否使用报告所载之内容和信息，独立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相应风险。本公司及

其雇员不对使用本报告而引致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负任何责任。 

◼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同意，本报告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印、传送或出版作任何用

途。任何机构和个人如引用、刊发本报告，须同时注明出处为中证鹏元研发部，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

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合法取得本报告的途径为本公司网站及本公司授权的渠道，非通过以

上渠道获得的报告均为非法，本公司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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