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7家药企预告2021年业绩 近八成报喜

本报记者 郭霁莹

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26日18时，共有137家A股医药生物公司披露2021年业绩预告。 其中，106家预喜，预喜比例超77%，较2020年有所提升。 从细分领域来看，原料药、新冠检测、CXO（医药外包）等板块需求旺盛，相关企业业绩表现良好。

业内人士认为，在健康消费升级下，医药产业将加速成长，具备较长的逻辑周期和够强的确定性，长期值得乐观。

高景气板块业绩亮眼

Wind统计显示，2021年业绩预增的医药类公司主要集中在医疗器械、原料药、CXO等细分板块。 在20家净利润预增下限超150%的公司中，7家涉及新冠检测业务，5家从事化学原料药研产业务。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在近期备受市场关注的新冠检测板块中，目前有17家公司披露了2021年业绩预告，13家业绩预喜，板块整体业绩普遍实现高增长。 其中，热景生物、九安医疗、明德生物、东方生物等8家公司净利润预增下限均超过100%。

国泰君安研报显示，我国新冠检测试剂出口经历了2021年4月的高峰后有所回落，但四季度因海外疫情卷土重来，新冠检测试剂需求再度爆发。 从业绩预告情况看，东方生物、九安医疗、热景生物等2021年净利润创历史新高，且以预告净利润中值计算，上

述公司四季度净利润环比增幅均在25%以上。 业内人士认为，疫情防控需求持续存在，国产新冠检测需求将继续上行。

受政策利好影响，部分化学原料药企业业绩亮眼。wind统计显示，化学制药行业共40家药企预告2021年业绩。 其中，28家业绩预喜，预告净利润下限超过1亿元的有24家。 新和成以40.98亿元至48.11亿元的归母净利润居于榜首。 公司称，报告期内归母净利润

同比增加主要系维生素E、蛋氨酸等产品售价与销量较上年同期增长所致。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原料药行业总体政策趋严，随着原辅包关联审评、一致性评价等质控政策的推进，劣质原料药产能加速出清，行业逐渐回归高质量、高附加值、绿色发展等方向，集中度提升。 从2021年年中开始，受上游涨价向下游传导和国际需求端

恢复的利好影响，部分原料药价格开始回升。

此外，得益于全球产业链转移、药审改革提速、成本优势及药物创新升级等因素，国内CXO赛道近年来维持高景气，CXO企业2021年业绩继续强劲增长。 其中，药明康德、九洲药业、昭衍新药等净利润预增下限超过50%，美迪西、博济医药预增下限超110%。

机构看好医药行业

业绩预喜的医药公司受到资本追捧。 受新冠自测产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应急使用授权影响，九安医疗自2021年11月8日披露该事项至2021年年末，40个交易日股价累计涨超725%，2021年累计上涨440.35%。

2022年，机构依旧看好高景气赛道。国金证券表示，奥密克戎变异株病毒流行引发新冠检测需求上行。 短期来看，全球新增确诊患者数量增长迅速，海外对新冠抗原检测试剂需求旺盛；中长期来看，疫情防控需求持续存在，市场或对新冠检测板块长期估值

水平有新的认知；有关企业将抗疫需求利润投入新产品开发和常规业务拓展，未来优质企业有望抓住机会打开长期成长空间。

光大证券认为，CXO估值已大幅消化，有望迎来配置机会。 目前大部分相关企业估值已处于过去三年的均值或历史低位。 展望2022年，新冠口服特效药销售有望超预期、重点公司产能扩建加快、海外非新冠研发管线将恢复进展，催化国内CDMO领域景气向上。

民生证券预测，药品专利池组织（MPP）公布默沙东新冠口服药授权药企，有望带动产业链上游放量。该机构指出，辉瑞的新冠口服药Paxlovid已授权给MPP组织，有望获得更大渗透率和需求量，目前国内多家药企均在申请仿制药授权，一旦授权公告落地，

将进一步利好相关原料产能的企业。

平安证券表示，新冠特效药的生产或将带来我国原料药及CDMO需求提升，从而利好整个新冠特效药产业链。

机构对于低估值板块2022年的发展也持乐观态度。 东吴证券认为，中药板块多年未涨，表现为估值低、位置低及筹码结构好，受国家政策强力支持利好，在老龄化及消费升级背景下，中药消费属性促使其快速放量，优质中药企业将迎战略性发展机遇。 机构

建议关注主营中药配方颗粒、OTC类中药、创新类处方药等产品的中药企业。

北京西单某影院内已布置了春节档相关影片海报。

本报记者 于蒙蒙 摄

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26

日18时，共有137家A股医药生物

公司披露2021年业绩预告。 其

中，106家预喜， 预喜比例超

77%，较2020年有所提升。 从细

分领域来看，原料药、新冠检测、

CXO（医药外包）等板块需求旺

盛，相关企业业绩表现良好。

业内人士认为，在健康消费

升级下， 医药产业将加速成长，

具备较长的逻辑周期和较强的

确定性，长期值得乐观。

● 本报记者 郭霁莹

2022年春节档大戏将启

“八仙过海”挑战80亿元票房

●本报记者 于蒙蒙

今年的春节档可谓冰火两重天。

距离春节档还有5天时间，截至1月26

日晚， 春节档预售票房累计达2.56亿

元，这一数据不及去年同期表现。 在

此之前已有4部影片退出， 目前仅剩

下8部影片。

面对创新高的平均票价和疫情扰

动， 市场预期存在较大分歧： 因为

2021年春节档票房创下破纪录的78.4

亿元，有券商机构较乐观地认为2022

年春节档票房有望突破80亿元，但更

多业内人士偏于中性， 甚至有机构预

期票房不到70亿元。

尽管大盘表现存在分歧， 但对于

《水门桥》，市场预期则较一致，映前

媒体预期票房普遍在60亿元左右，甚

至有直接给出75亿元的票房预期，这

一预期远超早前打破国内影史票房纪

录的前作《长津湖》。

一超多强格局

春节档日益临近， 影片之间的较

量徐徐拉开。

“好饭不怕晚” 。《水门桥》虽然

定档较晚， 但无碍借助前作热度迅速

“霸榜” 。综合淘票票和猫眼两大平台

数据，《水门桥》 累计想看人数高达

193万， 在春节档影片中处于绝对领

先地位。而该片票房预期更是惊人，灯

塔专业版显示，五家影评机构对《水

门桥》 给出了52亿元-75亿元的预

期，中位数值远高于前作。

其他影片也各有千秋。 《奇迹·

笨小孩》由执导《我不是药神》的文

牧野导演，宁浩监制，是一部讲述年

轻人深圳创业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

由易烊千玺领衔主演，《我不是药

神》相关主创也将以特别方式回归。

《四海》 是韩寒导演的第四部影片，

延续了韩寒前作“韩式” 文艺和“韩

式” 幽默的风格，怀旧、公路、喜剧要

素俱备，刘昊然、刘浩存、沈腾等众星

云集。 《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为开心

麻花出品的喜剧作品，由马丽和魏翔

担纲主演。 张艺谋执导的《狙击手》

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狙击手战士

形象的主旋律影片。今年春节档的动

画电影多达3部， 其中包括两大儿童

IP《喜羊羊与灰太狼》和《熊出没》

的新作。

猫眼研究院分析师刘振飞告诉

中国证券报记者， 从映前看，2022年

春节档为 “一超四强三动画” 的分

布。 对于春节档“黑马” 的归属，他分

析，《奇迹·笨小孩》 是首部以 “剧

情” 作为唯一题材标签进军春节档的

影片，这是风险也是机会点。 如果该

片能够凭借优质的剧情激发观众强

烈的情感共鸣，那么票房潜力将不可

限量。 《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则是今

年春节档唯一一部主题材是喜剧的

电影。 喜剧不再是春节档票房冠军的

绝对归属者，但喜剧一定是热门档期

的刚需，也有成为黑马的机会。

多因素扰动票房大盘

2021年春节档票房创历史新高，

含服务费总票房达78.4亿元。 在此背

景下，2022年春节档能否刷新纪录备

受市场关注。

春节档预售表现可视为重要的风

向标。 今年春节档预售于1月21日开

启，较往年明显滞后，预售数据并不理

想。以头部影片表现为例，2021年春节

档预售阶段的《唐人街探案3》耗时36

个小时预售破亿元， 而2022年春节档

预售阶段的《水门桥》则用时五天。

春节档票房表现主要取决于票价

和观影人次。票价方面，春节档平均票

价从2012年的33.7元逐步攀升，2021

年创出48.9元新高， 而今年春节档预

售阶段平均票价高达58元。

疫情是影响观影人次的重要变

量。 中金公司研报表示，2022年年初

部分地区疫情呈现反复态势，不排除

后续部分地区影院关闭或实施上座

率限制，从而影响观影人次。 整体而

言， 其认为观影人次存在较大弹性，

疫情的后续影响程度以及影片上映

后口碑能否发酵，将成为决定观影人

次的关键因素。

“人次不够，票价来凑。 ”上海某机

构研究员直言，从预售表现来看，今年春

节档不容乐观。中金公司甚至预估，中性

情形下档期含服务费票房为69.6亿元。

低线城市影院占优

春节档作为全年最重要档期，也

成为诸多电影上市公司抢收业绩的重

要舞台。

《水门桥》作为2022年春节档票

房冠军的夺标大热门， 其出品方获益

概率更大。 博纳影业系影片的主控出

品方，阿里影业也是重要出品方，联合

出品方包括中航产融、欢瑞世纪等。

阿里影业在今年春节档押下重

注。《奇迹·笨小孩》出品方包括阿里

影业和万达电影；《四海》出品方涉及

阿里影业和博纳影业；《这个杀手不

太冷》出品方所涉上市公司有阅文集

团和猫眼娱乐， 联合出品方包括阿里

影业；《狙击手》主控出品方为光线传

媒；《喜洋洋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出

品方包括奥飞娱乐和阿里影业。

8部影片最终票房走向存在较大

不确定性， 但影院普遍能在春节档赚

得盆满钵满。

其中，低线城市影院的爆发力更强。

灯塔研究院行业分析师张荣棣表示，分

析过去春节档票房分布， 与整体大盘相

比，春节档在线级分布上更下沉，三四线

城市的占比要高于大盘水平， 一二线城

市则有所下降。以年为单位来看，三四线

城市票房整体呈上升趋势。

横店影视在低线城市拥有优势。 截

至2021年6月末，横店影视拥有385家自

营影院，其中三四五线城市占比达70%。

院线龙头万达电影则有望凭借其在一二

线城市的布局，获得可观的收益。

白酒行业迎重大利好

国家支持贵州建设全国重要白酒生产基地

●本报记者 高佳晨

白酒行业重磅消息连连。

1月2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

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简称 《意见》），提

出发挥赤水河流域酱香型白酒原产地和主产区优

势，建设全国重要的白酒生产基地。

贵州茅台随即发布公告， 公司决定投资41.1亿

元实施“十四五” 酱香酒习水同民坝一期建设项目，

所需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贵州

省习水县同民镇， 建成后可形成系列酒制酒产能约

1.2万吨、制曲产能约2.94万吨、贮酒能力约3.6万吨，

建设周期为24个月。

业内人士表示，《意见》的出台，将促进以赤水

河流域为核心的、整个中国酱酒行业的发展，行业意

义重大。

政策层面不断释放利好

《意见》提出，将推进贵州传统产业提质升级，

支持布局建设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关键设备等

产业备份基地；发挥赤水河流域酱香型白酒原产地

和主产区优势， 建设全国重要的白酒生产基地；推

进特色食品、中药材精深加工产业发展，支持将符

合要求的贵州苗药等民族医药列入《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

《意见》指出，深化贵州国企国资改革，支持指

导贵州推动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进行战略性重组

和专业化整合，调整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增量资本配

置，稳妥推进白酒企业营销体制改革等。

1月10日，工信部发布《关于加快现代轻工产业

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针对年

轻消费群体和国外消费群体，发展多样化、时尚化、

个性化、低度化白酒产品。

白酒行业专家、 知趣咨询总经理蔡学飞告诉中

国证券报记者，《意见》的出台，说明国家从政策层

面支持以茅台为主的酱酒主产区建设， 相当于直接

肯定了茅台镇赤水河流域目前酱酒主产区的建设工

作，一定程度上也会促进以赤水河流域为核心的、整

个中国酱酒行业的发展，行业意义重大。

“《意见》发布后，围绕着整个赤水河流域，川

贵地区的酱酒企业迎来重大利好。对于酱酒企业来

说，可以利用国家政策层面的支持来加快自身的产

区标准化建设，对企业的全国化发展有很大的赋能

及背书作用。同时，政策出台后，应该还会有相关配

套措施，对整个区域的酿酒行业经济发展将会起到

明显的推动作用， 对于中国酱酒企业发展是重大

利好。 ”

酱酒掀起扩产潮

事实上，酱酒“扩产潮”正在蔓延。

除了刚刚公告的酱香酒项目外，不久前，贵州茅

台还推出茅台酱香系列酒新品“茅台1935” ，官方指

导价为1188元/瓶，“杀入” 千元白酒市场。

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贵州茅台董事长丁

雄军在发布会上表示， 茅台1935作为贵州茅台重磅

推出的品饮雅鉴级产品，是“茅台酱香、股份出品”

中的重量级成员，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酱酒热” 已在各大酒企中迅速蔓延开来，不仅

贵州茅台正大力扩产，其他头部酱酒企业也在扩产。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 目前郎酒、习

酒、国台酒业、珍酒等均在推进扩产事宜，金沙酒业

也宣布扩产3万吨，力争到“十四五” 末，拥有5万吨

产能和20万吨基酒的储酒能力。

主营业务为百货、购物中心、超市和便利店的天

虹股份此前也宣布“染酱” ，表示公司自有品牌开发

并推出了天优酱香酒，该产品于近期上市，产自茅台

镇核心产区，销售表现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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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家药企预告2021年业绩

近八成报喜

高景气板块业绩亮眼

Wind统计显示，2021年业绩预增的医药类公司

主要集中在医疗器械、原料药、CXO等细分板块。 在

20家净利润预增下限超150%的公司中，7家涉及新

冠检测业务，5家从事化学原料药研产业务。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在近期备受市场关注的

新冠检测板块中， 目前有17家公司披露了2021年业

绩预告，13家业绩预喜，板块整体业绩普遍实现高增

长。 其中，热景生物、九安医疗、明德生物、东方生物

等8家公司净利润预增下限均超过100%。

国泰君安研报显示，我国新冠检测试剂出口经历

了2021年4月的高峰后有所回落，但四季度因海外疫

情卷土重来，新冠检测试剂需求再度爆发。 从业绩预

告情况看，东方生物、九安医疗、热景生物等2021年

净利润创历史新高，且以预告净利润中值计算，上述

公司四季度净利润环比增幅均在25%以上。业内人士

认为，疫情防控需求持续存在，国产新冠检测需求将

继续上行。

受政策利好影响， 部分化学原料药企业业绩亮

眼。 wind统计显示， 化学制药行业共40家药企预告

2021年业绩。 其中，28家业绩预喜，预告净利润下限

超过1亿元的有24家。 新和成以40.98亿元至48.11亿

元的归母净利润居于榜首。 公司称，报告期内归母净

利润同比增加主要系维生素E、蛋氨酸等产品售价与

销量较上年同期增长所致。

业内人士表示， 近年来原料药行业总体政策趋

严，随着原辅包关联审评、一致性评价等质控政策的

推进，劣质原料药产能加速出清，行业逐渐回归高质

量、高附加值、绿色发展等方向，集中度提升。 从2021

年年中开始，受上游涨价向下游传导和国

际需求端恢复的利好影响，部分原

料药价格开始回升。

此外，得益于全球产业链转移、药审改革提速、成

本优势及药物创新升级等因素， 国内CXO赛道近年

来维持高景气，CXO企业2021年业绩继续强劲增长。

其中，药明康德、九洲药业、昭衍新药等净利润预增下

限超过50%，美迪西、博济医药预增下限超110%。

机构看好医药行业

业绩预喜的医药公司受到资本追捧。受新冠自测

产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应急使用授权影

响，九安医疗自2021年11月8日披露该事项至2021年

年末，40个交易日股价累计涨超725%，2021年累计

上涨440.35%。

2022年，机构依旧看好高景气赛道。 国金证券表

示， 奥密克戎变异株病毒流行引发新冠检测需求上

行。短期来看，全球新增确诊患者数量增长迅速，海外

对新冠抗原检测试剂需求旺盛；中长期来看，疫情防

控需求持续存在，市场或对新冠检测板块长期估值水

平有新的认知；有关企业将抗疫需求利润投入新产品

开发和常规业务拓展，未来优质企业有望抓住机会打

开长期成长空间。

光大证券认为，CXO估值已大幅消化， 有望迎来

配置机会。 目前大部分相关企业估值已处于过去三年

的均值或历史低位。 展望2022年，新冠口服特效药销

售有望超预期、重点公司产能扩建加快、海外非新冠研

发管线将恢复进展，催化国内CDMO领域景气向上。

民生证券预测，药品专利池组织（MPP）公布默

沙东新冠口服药授权药企， 有望带动产业链上游放

量。 该机构指出，辉瑞的新冠口服药Paxlovid已授权

给MPP组织，有望获得更大渗透率和需求量，目前国

内多家药企均在申请仿制药授权， 一旦授权公告落

地，将进一步利好相关原料产能的企业。

平安证券表示，新冠特效药的生产或将带来我国

原料药及CDMO需求提升， 从而利好整个新冠特效

药产业链。

机构对于低估值板块2022年的发展也持乐观态

度。 东吴证券认为，中药板块多年未涨，表现为估值

低、位置低及筹码结构好，受国家政策强力支持利好，

在老龄化及消费升级背景下，中药消费属性促使其快

速放量，优质中药企业将迎战略性发展机遇。 机构建

议关注主营中药配方颗粒、OTC类中药、创新类处方

药等产品的中药企业。

交通银行山东省分行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护航添翼

2022年1月12日，山东省印发《山东省“专

精特新” 中小企业培育方案》，进一步支持中小

企业走“专精特新” 发展之路。 对银行业来说同

样面临如何走出“专精特新” 之路的问题，交通

银行山东省分行面向“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提

供专项特色金融服务产品，大力拓展信用贷款，

截至2021年末，支持“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授信

客户22户，占山东省省级企业（不含青岛）总数

的8. 33%， 累计审批贷款6. 66亿元， 放款金额

2. 51亿元。该行通过精准对接省级工信厅“专精

特新” 企业名单，并与存量结算客户进行匹配实

现精准服务，快速上报授信审批。 同时聚焦“专

精特新” 中小企业科技属性及成长性，梳理“无

贷户” 清单并作为“首贷培育行动” 的有力抓

手，逐户建立培植档案，履行培植帮扶责任。 此

外，交通银行山东省分行开辟绿色通道，对符合

条件的企业给予信贷倾斜与优惠政策， 做到因

户施策、快审快贷。

-CIS-

预计2021年净利润增幅下限排名前十的公司（%）

（截至2022年1月26日18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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