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家中国药企获授权仿制辉瑞新冠口服药

供应链公司料受益

本报记者 傅苏颖 欧阳春香

当地时间3月17日，日内瓦药品专利池组织（MPP）官网宣布，已与35家公司签署协议，允许其仿制生产辉瑞新冠口服药Paxlovid成分之一的奈玛特韦原料药或制剂。 5家中国药企位列名单中，分别是复星医药、华海药业、普洛药业、九洲药业、上海迪赛诺。 其中，九洲药业仅生产原料药，其余企业可同时生产原料药和制剂。

3月18日，复星医药、华海药业等公司发布公告披露相关情况。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Paxlovid放量，国内获得授权的制剂与原料药公司以及部分CDMO企业有望迎来业绩增量。

定价低于原研药

MPP官网披露，本次辉瑞口服COVID-19抗病毒药物Paxlovid仿制药授权供应国共计95个，均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覆盖约40亿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53%。

复 星 医 药 公 告 显 示 ， MPP 授 予 公 司 控 股 子 公 司 复 星 医 药 产 业 使 用 相 关 专 利 和 专 有 技 术 生 产 口 服 新 冠 治 疗 药 物 “奈 玛 特 韦 ” 的 仿 制 药 和 许 可 产 品 “奈 玛 特 韦 / 利 托 那 韦 组 合 ” ， 上 述 生 产 包 括 对 奈 玛 特 韦 原 料 （ 药 ） 及 成 品 药 （ 制 剂 ） 的 生 产 ， 以 及 奈 玛 特 韦 / 利 托 那 韦 组 合 的 生 产 。 许 可 产 品 是 一 个 组 合 包 装 的 口 服 小 分 子 新 冠 治 疗 药 物 ， 其 包 括 两 个 抗 病 毒 药 物 ， 即 奈 玛 特 韦 和 利 托 那 韦 。

关于定价，复星医药公告显示，许可产品将按实际成本（可通过第三方审计核实）加上合理加价（经协商）进行供应。 鉴于本次许可旨在帮助95个中低收入国家可负担地获取许可产品，相关定价预计将低于原研产品或在其他中高收入国家的售价。

1月 20日， 27家仿 制药生 产商也 与药品专 利池组 织签订 协议，将 生产低成 本版的 默沙东 新冠口服 药物Molnupiravir ，在全球 105个低收 入国家地 区进行 供应。 在 27家签订 协议的企 业中有 5家为中 国企业，包 括博瑞 医药、上 海迪赛 诺、复星医 药、朗华 制药以 及龙泽 制药。

国盛证券认为，这将大大提升新冠口服小分子药物在全球范围内的可及性，有效增加COVID-19被感染人群治疗率，降低疫情扩散风险，为全球疫情防控起到积极作用。

或提振相关公司业绩

中航证券 认为，目 前来看 ，新冠肺炎 疫情依 然具备 较高的 不确定性 ，新冠治 疗的需 求也较为 明确 。 近 期默沙 东、辉瑞 公司对于 新冠口 服药的 仿制授 权是全球 市场需 求的外 在体现 ，新 冠口服 药作为 目前新 冠治疗产 业链中 的最后 一块拼 图 ，市场前 景较为 广阔 。

根据辉瑞2021年年报数据，预计2022年上半年Paxlovid产量将达3000万个疗程，下半年预计为9000万个疗程，全年为1.2亿个疗程（不包含中国市场）。 随着MPP协议签订，其市场空间进一步扩大。

东莞证券 认为，Paxlovid合 成路线 的技术壁 垒较高 ，本次授 权将使 得Paxlovid上游产 业链放 量，国内 获得授权 的制剂 与原料 药公司 受益较大 。

浙商证券认为，小分子特效药是全球疫情防控的重要手段，MPP授权协议下，获授权公司订单预期、特效药使用范围预期、国产新冠药自主可控预期可能边际加强。 从产能释放、订单交付等角度看，建议关注相关公司在2023年-2024年的潜在业绩增量。

针 对 本 次 授 权 许 可 的 影 响 ， 公 司 纷 纷 表 示 无 法 预 计 。

复 星 医 药 公 告 显 示 ， 本 次 许 可 下 相 关 产 品 在 生 产 前 尚 需 完 成 相 关 技 术 交 接 且 生 产 设 施 需 经 SRA 批 准 或 通 过 WHOPQ 认 证 。 许 可 产 品 的 生 产 、 在 区 域 内 的 销 售 等 ， 须 待 相 关 主 管 机 构 批 准 （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上 市 批 准 ） 后 方 可 实 施 。 许 可 产 品 在 区 域 内 能 否 获 得 当 地 药 品 监 管 机 构 上 市 批 准 、 于 区 域 内 的 上 市 时 间 存 在 不 确 定 性 。 公 司 表 示 ， 截 至 本 公 告 日 ， 集 团 就 许 可 产 品 尚 无 在 手 订 单 、 尚 未 开 展 正 式 生 产 。 本 次 许 可 对 集 团 当 期 及 未 来 业 绩 的 影 响 尚 无 法 预 计 。

华 海 药 业 公 告 显 示 ， 本 次 合 同 签 订 为 公 司 正 常 经 营 行 为 ， 不 会 对 公 司 业 务 的 独 立 性 等 构 成 重 大 影 响 ， 公 司 主 营 业 务 不 存 在 因 履 行 该 合 同 对 合 作 方 形 成 依 赖 风 险 。 截 至 本 公 告 日 ， 公 司 就 合 作 药 品 尚 无 在 手 订 单 、 亦 未 开 展 相 关 生 产 ， 本 合 同 的 履 行 对 公 司 当 期 业 绩 没 有 重 大 影 响 ， 对 未 来 的 业 绩 影 响 尚 无 法 预 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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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脉通董事长田立平：

深耕数字医疗信息领域 有效满足医生三方面需求

●本报记者 吴勇

“医生是一个需要有丰富经验且不断

学习的职业。 ” 医脉通董事长田立平日前

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公司

从助力学习能力提升、辅助临床决策以及

科研效率提升三个方面满足我国医生的

需求。

医脉通于2006年上线， 是我国最大的

在线专业医生平台。 截至2021年6月，平台

注册医生总数达到250万名，占我国医生的

60%，月活用户超100万户。

在医生和药企间架起桥梁

“我们一直致力于以科技创新助力我

国医生作出更好的临床决策， 经过多年来

的行业探索与专业积累， 在数字医疗信息

领域形成了独有的核心竞争优势。”田立平

表示。

据介绍，经过数年的发展，公司开发出

处于我国领先水平的“医药学科研及临床

应用系列软件” ，目前该系列软件中包括已

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 《全医药学大词典》

《用药参考》《医学文献王》《临床指南》

《医知源》《e研通》等。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 截至2020

年底， 本科以上学历的医生占比为59.5%

（其中研究生学历为13.8%）。 ” 田立平表

示，“总体来说， 我国医生的学历及能力水

平与国外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 而医生

又是一个需要有丰富经验且不断学习的职

业。医脉通成立以来，一直都是从助力学习

能力提升、 辅助临床决策以及科研效率提

升三个方面满足我国医生需求的。 ”

田立平认为：“临床医生是诊疗决策的

核心， 医生需要学习最新的疾病及药物相

关知识， 药企需要将药物的相关信息传递

给临床医生。 医脉通作为最大的在线医生

平台，可以持续、精准地对临床医生传达疾

病及用药信息服务， 在医生和药企间起到

桥梁作用。 ”

“2014年以来， 我们将医生学习与企

业学术营销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双

轮驱动、互相促进的商业模式。 根据医生

的需求，我们采用通俗易懂、容易接受的

形式，比如短视频、一图读懂等，把学术推

广的内容传递给医生，帮助医生更加深入

地了解疾病和药物，同时也帮助药企更好

地传递药品的特点及优势。 ” 田立平告诉

记者。

根据沙利文报告， 我国数字医疗营销

市场由2018年的44亿元增至2020年的152

亿元，复合年增长率为85.8%，预计2025年

达到1110亿元， 复合年增长率为48.8%。

2018年及2020年，数字医疗营销市场分别

占我国医疗营销市场总额的0.8%及2.2%，

预计到2025年进一步增至11.2%。

加速疾病知识库研发

“如何筑牢业务壁垒成为公司未来发

展的重中之重。 ” 田立平表示，“我们通过

提供高质量医学知识内容和医生用的工具

类产品，留住及吸引医生用户，并带动他们

的参与度， 满足医生对持续医学学习及临

床决策的需求。 ”

据田立平介绍，在临床决策产品方面，

医脉通加速了疾病知识库的研发， 并于

2021年底，在肿瘤知识库的基础上，拓展了

心血管、内分泌、前庭医学、神经等疾病领

域，2022年将拓展精神、感染与肝病、呼吸、

血液、消化以及其他基层常见疾病领域。

“2021年， 公司新研发了医生专业搜

索平台———医搜， 这是一个专门面向医药

学专业人士提供医学信息搜索的平台，通

过逐步整合国内外有价值的医学信息，构

建全面专业的医学信息检索数据库， 并结

合医脉通的人工智能团队， 为专业用户提

供全面、精准、快速的医学检索平台。”田立

平告诉记者。

在科研平台方面， 田立平表示：“医脉

通正在研发远程智能临床研究平台

（DCT），未来临床研究智能方案与人工手

段结合的混合模式（Hybrid）将是临床研

究的主流， 使用DCT系统既可以支持监查

员从事远程监查、管理等相关工作，提升效

率降低成本， 也可以支持患者远程参与临

床试验，从而帮助患者减轻负担。 ”

谈及临床研究方面时， 田立平表示：

“我们已开展服务于I-IV期临床试验的

CRO一站式服务，为制药及医疗器械公司

和医师提供从临床研究医学策略端到临

床成果交付端的全生命周期服务。 医脉通

临床CRO服务范围涵盖项目管理、临床监

查、医学撰写、数据管理、统计分析、质量

管理等， 并利用医脉通集团IT技术优势，

提供满足内地需求的远程智能临床试验

等服务。 ”

“目前，我们最大的壁垒是将商业化和

服务医生临床决策相互驱动高效地运转起

来， 这是行业里面其他公司没有实现的模

式。未来，医脉通会持续提升医学知识解决

方案，并丰富平台信息及内容，增加医生的

渗透率及参与度。 ” 田立平告诉记者。

加快核心模式本土化

据悉，在带量采购的政策下，药企开始

寻求增效降本的医生信息服务解决方案。

医脉通的解决方案既有在海外市场20多年

的成功理论基础，又有在中国8年多来的本

土化运营的成功经验。

在谈及公司数字化医生信息服务解决

方案时，田立平介绍了日本M3公司对医脉

通的影响。“M3公司在日本及海外市场创

造了体系化的数字化医生信息服务解决方

案。医脉通在M3的帮助下，8年前就开始建

立可以评估投入产出比的医学信息精准数

字化服务解决方案， 并逐步建立全线解决

方案的人员架构，提供包含医学策略分析、

数字化内容设计、 医生行为画像分析等全

线解决方案。 ”田立平告诉记者。

“除M3公司提供的海外经验外，医脉

通有积累了26年的互联网医学信息服务平

台、 科研学习工具以及与医生建立起了长

期的学术学习信赖关系。 ” 田立平表示，

“医脉通结合医生的认知、喜好、学术及临

床学习需求， 精准地将制药及医疗设备公

司的信息要点高质量地传递给医生， 并从

简单的信息传递提升到可以根据处方药的

定位和生命周期分析医生的处方驱动力，

进而个性化地完成不同认知水平、 不同处

方瓶颈的医生数字化信息服务。 ”

对于医脉通的内在核心价值，田立平

表示：“精准是医脉通模式的核心，这不仅

仅是指将信息推送到医生群体，还有药企

可以指定目标医院、科室和医生，精准地

计算出每个医生每次信息服务的成本和

效果。 ”

瞄准万亿元级别市场

华为发布全屋智能新品

●本报记者 张兴旺

华为日前推出新一代全屋智能解决方案。在售价方面，80平

方米户型（2室1厅）全屋智能产品售价39999元，相比上一代华

为全屋智能尊享版（3室2厅）售价99999元起，价格大幅下降。

研究机构Omdia预测，到2025年，全球智能家居市场规

模将达到1780亿美元。 业内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在

手机销量下滑后，华为发力智能家居这一万亿元级别市场。华

为希望通过底层技术连接加上鸿蒙系统生态的模式， 构建起

全新的业务形态。

发力智能家居

智能家居产业联盟秘书长周军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华为新一代全屋智能产品增加了产品品类， 相比上一代产品

售价大幅下降。以华为的品牌溢价和交付能力，预计今年华为

全屋智能产品在地产前装市场和零售市场的动作会较大。

在发布会上，华为常务董事、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表

示，华为和很多大地产商合作，将他们卖的新楼盘前装预装了

华为全屋智能解决方案。

据华为介绍， 用户可进入华为官网预约线下门店体验，

2022年华为将在全国建设500家全屋智能门店。

周军认为， 推进智能家居的发展， 加速消费认知非常关

键，但之前相关平台通常是赋能，很少亲自下场。华为既宣传，

又下场推广，影响力和推动力要大很多。

此外， 余承东还发布了华为首款搭载HarmonyOS的智

能门锁，该门锁可与华为的“1+8+N” 产品实现场景联动。

构建全新业务形态

周军认为，智能家居市场空间大。 在手机销量下滑后，华

为大力拓展新业务。 根据Omdia预测，到2025年，全球智能家

居市场规模达到1780亿美元， 以2020年市场规模608亿美元

计算，复合增长率为24.1%。

网信证券研报显示，目前，美国市场的智能家居渗透率已

达32%，欧洲多国市场普及率超过20%，而我国智能家居市场

渗透率仅为4.9%，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华为表示，目前有1900多个合作伙伴和4500多个智能单

品，构建了鸿蒙智联生态。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这些合作

伙伴包括西门子、大疆、美的、苏泊尔、九阳、科大讯飞等。

中金公司认为， 华为全屋智能方案的发布意味着智能家

居领域出现拐点，从过去的智能单品走向全屋智能，同时终端

形态的拓展带来了芯片行业规模的增长。

中金公司分析称， 以单个房间至少采用一块智能面板、一

个AI超感传感器来计算，结合智能音箱、智能家电等老应用，

预计一套全屋智能方案采用低功耗主控SoC芯片将超过10颗。

多因素共振支撑铝价反弹

吨铝利润或改善

●本报记者 张军 见习记者 胡骞

机构数据显示， 经历前期回调后电解铝价格近期出现反

弹，目前已连涨3日。业内人士表示，铝加工企业开工率处于高

位、 海外铝市场基本面仍偏强及持续去库存是支撑铝价反弹

的主要因素，预计短期内铝价仍将上行。

开工率处于高位

上海有色网数据显示，3月18日， 电解铝均价较前一日

上涨1.99%报22520元/吨。目前已连涨3日，且单日涨幅持续

加大。

中信建投期货分析师王贤伟认为，俄乌局势再起波澜，市

场对海外电解铝供应偏紧预期提升； 欧洲及北美主流消费地

区铝现货升水走高； 国内疫情对原材料和产品运输造成一定

影响；下游铝加工企业开工率高位运行，库存持续下降等因素

对铝价上涨形成支撑。

机构数据显示，目前国内铝板带企业开工率达到近5年高

位。 上海有色网表示，1-2月，国内大中型铝板带企业订单充

裕。 3月，国内铝板带企业恢复生产，开工率进一步攀升。

明泰铝业公告披露，2月，公司生产铝板带箔9.73万吨，同

比增长17%；销售9.75万吨，同比增长36%。 2月，公司生产铝

型材0.15万吨， 同比增长50%； 销售0.16万吨， 同比增长

300%。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2月，我国铝材产量达

866.3万吨，同比增长3.8%。

海外市场需求仍偏强。 南山铝业3月16日表示，目前公司

各类出口产品订单饱满，出货渠道正常畅通。上海有色网数据

显示，目前，铝板带出口产量占国内总产量的25%。 俄乌危机

以来海外铝板带需求提升，出口利润不断上涨。 3月4日，铝板

带出口利润达到1188.25美元/吨，创下历史新高。

库存持续下降。 我的钢铁网数据显示，3月14日，国内铝

锭社会库存总量为114.5万吨，较3月10日减少2.3万吨；铝棒

社会库存为24.3万吨，较3月10日减少1.65万吨。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铝锭、铝棒已进入去库存阶段，将进

一步支撑铝价上行。

成本端或趋稳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尽管近期铝价出现反弹，但成本

端相对稳定。上海有色网数据显示，3月以来，氧化铝价格运行

平稳，随着相关政策出台，电价也趋于稳定。

“近期煤炭价格小幅波动，但整体变动不大。 考虑到采购

和使用周期， 预计电价浮动区间有限，3月电解铝行业成本端

将整体平稳。 ” 业内人士表示。

据机构测算，2月全国电解铝行业加权平均利润达到

6362元/吨。 目前，吨铝利润在4200元/吨左右。

机构认为，目前铝库存处于历史低位，电解铝成本稳定且

价格上涨动力较强。 同时，政策力促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对

铝消费预期将有所改善，行业利润有望进一步提升。

视觉中国图片

或提振相关公司业绩

中航证券认为，目前来看，新冠肺

炎疫情依然具备较高的不确定性，新冠

治疗的需求也较为明确。 近期默沙东、

辉瑞公司对于新冠口服药的仿制授权

是全球市场需求的外在体现，新冠口服

药作为目前新冠治疗产业链中的最后

一块拼图，市场前景较为广阔。

根据辉瑞2021年年报数据， 预计

2022年上半年Paxlovid产量将达3000

万个疗程，下半年预计为9000万个疗程，

全年为1.2亿个疗程（不包含中国市场）。

随着MPP协议签订， 其市场空间进一步

扩大。

东莞证券认为，Paxlovid合成路线

的技术壁垒较高， 本次授权将使得

Paxlovid上游产业链放量，国内获得授

权的制剂与原料药公司受益较大。

浙商证券认为， 小分子特效药是全

球疫情防控的重要手段，MPP授权协议

下，获授权公司订单预期、特效药使用范

围预期、 国产新冠药自主可控预期可能

边际加强。从产能释放、订单交付等角度

看， 建议关注相关公司在2023年-2024

年的潜在业绩增量。

针对本次授权许可的影响，公司纷

纷表示无法预计。

复星医药公告显示， 本次许可下

相关产品在生产前尚需完成相关技术

交接且生产设施需经SRA批准或通过

WHOPQ认证。 许可产品的生产、在区

域内的销售等， 须待相关主管机构批

准（包括但不限于上市批准）后方可

实施。 许可产品在区域内能否获得当

地药品监管机构上市批准、 于区域内

的上市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表示，

截至本公告日， 集团就许可产品尚无

在手订单、尚未开展正式生产。 本次许

可对集团当期及未来业绩的影响尚无

法预计。

华海药业公告显示，本次合同签订

为公司正常经营行为， 不会对公司业

务的独立性等构成重大影响， 公司主

营业务不存在因履行该合同对合作方

形成依赖风险。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就

合作药品尚无在手订单、 亦未开展相

关生产， 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当期业

绩没有重大影响， 对未来的业绩影响

尚无法预计。

5家中国药企获授权仿制辉瑞新冠口服药

供应链公司料受益

当地时间3月17日， 日内瓦药

品专利池组织（MPP）官网宣布，

已与35家公司签署协议， 允许其

仿 制 生 产 辉 瑞 新 冠 口 服 药

Paxlovid成分之一的奈玛特韦原

料药或制剂。 5家中国药企位列名

单中，分别是复星医药、华海药业、

普洛药业、九洲药业、上海迪赛诺。

其中， 九洲药业仅生产原料药，其

余企业可同时生产原料药和制剂。

3月18日，复星医药、华海药业

等公司发布公告披露

相关情况。 业内人士

认为，随着Paxlovid放

量，国内获得授权的制剂

与原料药公司以及部分CDMO企

业有望迎来业绩增量。

● 本报记者 傅苏颖 欧阳春香

定价低于原研药

MPP官网披露， 本次辉瑞口服

COVID-19抗病毒药物Paxlovid仿制药

授权供应国共计95个， 均为低收入和中

等收入国家，覆盖约40亿人口，占全球总

人口的53%。

复星医药公告显示，MPP授予公

司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使用相关

专利和专有技术生产口服新冠治疗药

物“奈玛特韦” 的仿制药和许可产品

“奈玛特韦/利托那韦组合” ， 上述生

产包括对奈玛特韦原料（药）及成品

药（制剂）的生产，以及奈玛特韦/利

托那韦组合的生产。 许可产品是一个

组合包装的口服小分子新冠治疗药

物，其包括两个抗病毒药物，即奈玛特

韦和利托那韦。

关于定价，复星医药公告显示，许可

产品将按实际成本（可通过第三方审计

核实）加上合理加价（经协商）进行供

应。 鉴于本次许可旨在帮助95个中低收

入国家可负担地获取许可产品， 相关定

价预计将低于原研产品或在其他中高收

入国家的售价。

1月20日，27家仿制药生产商也与

药品专利池组织签订协议，将生产低成

本 版 的 默 沙 东 新 冠 口 服 药 物

Molnupiravir， 在全球105个低收入国

家地区进行供应。 在27家签订协议的企

业中有5家为中国企业，包括博瑞医药、

上海迪赛诺、复星医药、朗华制药以及

龙泽制药。

国盛证券认为， 这将大大提升新冠

口服小分子药物在全球范围内的可及

性， 有效增加COVID-19被感染人群治

疗率，降低疫情扩散风险，为全球疫情防

控起到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