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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冠疫情对医药行业影响＊ 

国内新冠疫情基本得到有效控制，部分海外国家的

新增感染者人数与此前高峰相比有所减少，美国和印度

的形势依然严峻。在疫苗研制成功之前，全球疫情发展

的局势仍然不明朗，也有延续到 2020 冬季的可能。本

次新冠疫情对医药产业新商业模式崛起、集中度提高、

国际产业转移，以及疫苗、防控、检测相关产业加速发

展等多方面都产生影响。具体主要包括：首先，在消费

端，疫情期间互联网医疗加速提升渗透率，加快消费习

惯形成，具有供应链优势的连锁药房抗疫维稳作用，医

院门诊量逐步恢复，龙头进一步提高市场份额；其次，

在全球产业链端，因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国内原

料药和研究、生产外包行业（CRO、CMO）疫情期间承接

了部分国际产能和订单向中国转移；再者，在抗疫相关

细分产业端，目前国内外均加速研发新冠疫苗，全球约

一半研发管线项目分布在中国。同时，国家已明确加大

医疗卫生投入力度预计将强有力推动检验器械以及相关

科室病房建设，加快推动医疗基础建设向国际发达国家

水平靠拢。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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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冠疫情对医药行业影响
 

国内新冠疫情基本得到有效控制，部分海外国家的新增感染者人数与此前高峰相

比有所减少，美国和印度的形势依然严峻。在疫苗研制成功之前，全球疫情发展的局

势仍然不明朗，也有延续到 2020冬季的可能。本次新冠疫情对医药产业新商业模式崛

起、集中度提高、国际产业转移，以及疫苗、防控、检测相关产业加速发展等多方面

都产生影响。具体主要包括：首先，在消费端，疫情期间互联网医疗加速提升渗透率，

加快消费习惯形成，具有供应链优势的连锁药房抗疫维稳作用，医院门诊量逐步恢复，

龙头进一步提高市场份额；其次，在全球产业链端，因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国

内原料药和研究、生产外包行业（CRO、CMO）疫情期间承接了部分国际产能和订单向

中国转移；再者，在抗疫相关细分产业端，目前国内外均加速研发新冠疫苗，全球约

一半研发管线项目分布在中国。同时，国家已明确加大医疗卫生投入力度预计将强有

力推动检验器械以及相关科室病房建设，加快推动医疗基础建设向国际发达国家水平

靠拢。 

一、我国和全球新冠疫情进展与展望 

（一）主要国家新冠疫情进展与对策 

截至 7 月 7 日，全球国家累计确诊新冠病例已突破 1194.3 万例,除中国外的海外

国家累计确诊病例已高达 1185.8万例，并且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目前欧美及第三世

界国家已经成为新冠肺炎的主要战场，从每日新增确诊人数来看，中国于 2 月底 3 月

初每日确诊人数达到峰值，在采取相关防控措施之后，新增确诊人数逐渐下降，到目

前为止国内疫情基本达到可控状态，新增人数在个位数水平，主要来自于境外输入，

国内并无聚集性感染病例发生。而欧洲地区疫情的集中暴发基本均在 3 月底达到峰值

水平。近几周来，部分海外国家的新增感染者人数与此前高峰相比有所减少，但美国、

巴西和印度等国家的形势依然严峻。美国前期防疫措施暴露出检测等存在较多问题，

同时随着近期复工复产的推进，美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大幅提升 5-6 万例，累计确诊

已高达 309.7 万例（截止 7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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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主要国家新增确诊人数

 

数据来源：Wind 

欧洲疾控中心自疫情暴发初期，就出台了相关疫情防控的指引性文件，将疫情的

防控划分成为早、中、暴发期三大阶段。在早期阶段，由于确诊病例较少，防疫的主

要目标是识别和隔离病例，阻止病例的进一步传播。中期阶段，随着确诊病例数的进

一步增加，防疫的目标转变为遏制传播以减轻医疗系统的负担为主要目的。当疫情出

现大规模暴发时，已经无法有效遏制其传播，该阶段的目标主要是减轻疫情带来的影

响、保护弱势群体。通过梳理欧美各国所采取的疫情防控对策可以看到,在疫情暴发

初期，欧美及亚洲各国纷纷效仿中国的防疫策略，具体包括封锁边境、取消大型活动、

禁止人群聚集，尽可能降低感染风险。 

近几周来，部分海外国家的新增感染者人数与此前高峰相比有所减少，关于放宽

封城措施、解除紧急状态的讨论开始增多，实际上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国家已经开始

放宽严控措施。虽然部分地区已放宽严控措施，但从新增感染人数来看，全球疫情还

远未结束。对于中国来说，未来防控疫情的输入，将是一场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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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各国疫情防控措施梳理 

国家 封城情况 紧急状态 
关闭所有

商铺 

取消大型活

动 
停止聚集 入境限制 

日本 全国 √ √ √ √ √ 

韩国 

大邱地区

及庆尚北

道 

√ 部分 √ √ √ 

美国 41个州 √ 部分 √ √ √ 

意大利 全国 √ √ √ √ √ 

印度 全国 × √ √ √ √ 

西班牙 全国 √ √ √ √ √ 

英国 全国 √ √ √ √ × 

法国 全国 √ √ √ √ √ 

德国 
柏林等 10

地区 
√ 部分 √ √ √ 

中国 湖北武汉 √ 部分 √ √ × 

数据来源：新闻信息整理 

（二）全球疫情进展展望与风险 

从目前的防疫解封进度来看，中国境内已经全面解封，各大工厂开始有序进行复

工复产，经济活动已经在向正常化恢复。美国目前 50个州均已开始重启经济，日本已

在全国范围内解除国家紧急状态，欧洲国家中，英国和法国的疫情得到了进一步的控

制，已经开始恢复学校及小范围的聚会，德国也将于 6 月开始放松对边境的入境管制，

疫情较为严重的西班牙也将于 7 月 1 日起停止要求外国游客入境后的强制隔离，全国

紧急状态也于 6月初到期。 

目前中国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近 2 个月新增病例增速处于下降通道，且大部

分新增病例均与输入病例和境外相关。目前中国国内仍然采取了较为严格的入境管控

措施，公民的防疫意识也处于较强的水平，因此国内疫情再次大规模暴发的可能性较

低。欧美国家中，西班牙、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国家先后迎来疫情暴发期，新增病

例达到顶峰后已经开始出现回落现象，美国目前仍处于疫情爬坡期，每日新增病例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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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 万例左右的高位徘徊。考虑到美国的医疗资源相对丰富，抗医疗挤兑的风险能力

较强。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的日均新增持续上升，近日已突破万例，并且由于检测能

力的欠缺和信息的透明度不足，部分区域的情况可能更为严重，在发展中国家中这样

的情况并非个例，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全球防疫增加了难度。当下防疫措施仍然是以减

缓传播速度为主要目的。在疫苗研制成功之前，全球疫情发展的局势仍然不明朗，也

有一定跨越夏天，延续到 2020 冬季的可能，形成季节性流行。 

表 2：5月以来各国防疫措施解封进度 

国家 5月 1-10日 5月 11-17日 5月 18-23日 5月 25-31日 6月 

日本    
解除除东京、神奈川、
千叶等首都圈的紧急状

态 

部分小型商
场恢复营业 

美国   
纽约证交所
恢复开放 

华盛顿特区取消居家隔
离限制 

 

意大利 

逐步解除全
国封锁的状
态，工厂将
于 5月 4日

开放 

 
商店和商场
将于 5月 18
日恢复营业 

  

西班牙 
某些小型服
务企业恢复

营业 
   

国家紧急状
态结束，边
境将于月底
重新开放 

英国  

居家办公人员
开始陆续返
岗，食品加
工、建筑、制
造、物流、科
研行业率先复

工 

 
对入境人员设置 14天

的隔离期 

6月 1日开
始部分中、
小学开始逐

步复课 

法国  
国内开始逐步
解除封锁 

 进入解禁第二阶段  

德国 

部分学校开
始复课，小
型商店恢复

营业 

开始放松边境
管制 

  
6月 15日
全面放松边

境管制 

数据来源：新闻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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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冠疫情对医药产业格局的影响 

（一）医疗机构门诊量逐步恢复，互联网+医疗加速发展 

一季度医疗服务行业（包括综合及各类专科医院、诊所等）受到疫情广泛影响，

门诊量、客流量同比大幅下滑，中小企业短期承压加大，但不改中长期景气度趋势。 

由于疫情在春节期间暴发，以线下业务为主的医疗服务型企业受到了延迟复工和

客流量减少的冲击，因此疫情对医疗服务行业产生了一定的短期压力。但随着国内疫

情情况趋缓，国内 3 月中下旬开始逐步复工，爱尔眼科于 4 月加快恢复工作进展，采

用开放夜间视光门诊、节假日正常门诊等及线上线下联动实现整体收入快速恢复。眼

科医疗服务方面，截至 4月 19日，其在全国前十大医院（除武汉外）的营业情况基本

接近或恢复同期水平。牙科医疗服务方面，以浙江为例，1 月底各医院及诊所均开始

停诊，3 月初开始陆续恢复医院急诊业务，随着国内疫情基本被控制，5 月 22 日，包

括种植、牙周超声波等业务已经全面恢复。另一方面，在疫情中，龙头医疗服务公司

体现出更强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考虑到疫情的持续，中小企业面临被整合的可能，

行业集中度有望提升，利好医疗服务行业的龙头公司。 

零售药店在疫情中发挥重要的抗疫维稳作用，在公共卫生体系中的作用有望加强。

作为面向公众的重要零售终端，药店是公众购买口罩和预防药品的主要途径，特别是

在疫情最严重的一季度，在物流受到严重影响、医院门诊和众多业态关门的情况下，

零售药房坚持开业，为公众提供防疫物资和日常慢病用药等服务，同时很多龙头药房

还承接了各地政府的防疫物资（口罩等）的销售任务和社区防疫登记任务，在整个公

共卫生体系中的作用得到凸显。2020 年一季度，在其他行业呈现明显下滑的情况下，

药店上市公司业绩不降反升，也印证了药店在基层医疗和防护的关键作用。经过本次

疫情，各大药店龙头也在开始探索线上经营模式，建立零售电商部门、创建互联网医

院、或深化 O2O 送药上门服务，以此来增加门店的服务半径与患者的服务粘性，丰富

和满足了不同渠道的消费者需求，获得增量空间，在后疫情阶段有望持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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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20年 Q1医药商业核心上市公司业绩及增速 

  
营业收入（亿

元） 
YOY 

归母净利润

（亿元） 
YOY 

零售药店 

益丰药房 30.48 23.43% 1.91 29.68% 

老百姓 32.82 20.34% 1.96 23.01% 

大参林 33.62 30.39% 2.8 52.28% 

一心堂 30.87 19.3% 2.05 16.81%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定期报告 

互联网医疗优势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得以凸显，“互联网+”加速发展。线上问诊

购药能够避免面对面接触和集聚高危人群，同时有效分流线下医院的就诊压力，帮助

解决诸多防疫痛点问题，在疫情中得到快速发展。国家卫健委连发两文肯定并鼓励发

挥互联网医疗的“战疫”作用，并特别要求各级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积极利用多种渠

道、多种形式宣传相关服务，加大互联网医疗的政策扶持。在疫情期间，多家互联网

医疗企业均为患者提供了线上咨询服务，多家医药电商平台也积极加入，并成为人们

购买日常用药的首选方式。根据易观千帆的监测数据显示，2020 年春节期间，互联网

医疗在线问诊领域独立 APP 日活最高峰达到了 671.2 万人，最大涨幅接近 160 万人，

涨幅为 31.28%，同时有超过 200 家公立医院开展新冠肺炎免费互联网诊疗和线上咨询

服务。此次疫情中，专家跨越时间、空间和地域的限制多次通过在线方式同一线医务

人员对患者进行远程问诊，远程医疗进一步普及，特别是针对医疗资源短缺的地区，

远程诊疗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医疗资源的配置不均的问题，也是对分级诊疗

政策落实过程的补充。后续随着处方药合规、及医保线上线下统一化及鼓励医药电商

发展等多个政策利好的影响，互联网医疗行业有望迎来快速发展。 

（二）全球产业链：研究/生产外包（CRO/CMO）、原料药订单转移 

研究/生产外包（CRO/CMO）短期部分受益于疫情带来的全球订单转移，但中长期

需关注疫情对地缘政治及全球化进展的影响。随着我国医药政策鼓励创新，国内医保

控费下集采成为常态，企业加大创新研发投入，对外包需求加大，CRO/CMO 行业迎来

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科创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为中小创新型企业创造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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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融资环境，小企业与外包行业关联度高，有利于外包企业业务的增长。虽然国内

疫情影响了一季度行业复工时间，但整体影响有限，同时中长期全产业链仍保持高景

气状态，具体来看：药物发现 CRO 及临床前开发业务并未受到明显负面影响，并且由

于海外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海外客户的外包渗透率及中国 CRO 产业的市占率小幅提

升，询单及新接订单略有增加。临床 CRO 细分领域，部分跨国制药企业对部分欧美临

床试验采取暂停 3-4周措施。同时部分 CRO企业新增了 COVID-19研发项目，对业绩有

一定积极贡献。CMO 生产外包领域，Q1 国内疫情期间主要受到复工时间延后影响，但

受益于行业高景气和订单高饱和度，在完成复产后延续高增长。本次疫情，在一定程

度上显示了中国的制度体制优势，中国供应链的安全性、稳定性价值得到进一步凸显，

未来产业转移的中国化趋势将会进一步加速，海外订单也会加速流入。但另一方面，

作为全球供需的产业，也需要关注疫情对地缘政治和逆全球化的影响，以及对行业的

相应风险。 

图 2：我国 CRO离岸执行额 20年以来维持高景气，4月环比 Q1加速 

 

数据来源：商务部 

原料药行业短期受益于疫情带来的价格景气和订单转移，但中长期也需关注地缘

政治及供应链重构的风险。产业链方面：中国的原料药市场作为全球对外贸易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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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和生物技术CRO离岸执行额及增速

医药和生物技术CRO离岸执行额（亿） 同比增速（右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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