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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医保基金收入及支出逐年增加，医保支出增速多次高于收入增速，
创新药纳入医保、基金使用及监管的不合理带来医保控费压力增加

发展历程

• 2011年前，由于参保
人数的迅速增加和人
均筹资水平不断提升，
医保急剧扩容，收支
增长显著。

• 2012-2014年医保基
金支出增速连续高于
收入增速，医保控费
压力凸显，但在医保
控费、招标降价等系
列政策持续实行下，
这种收不抵支的局面
在2015年得到了扭转

• 2018年来，创新药进
入目录导致费用大幅
提升，医保收支增速
大小关系再次扭转

• 2020年，在集中带量
采购和医疗价格管理
等影响下，收入增速
再次超过指出增速

2011-2021医保收支及增速变化情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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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统计尺度同时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生育保险基金和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基金

收入增速 支出增速

资料来源：全国基本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医药魔方研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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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管理机制已初步建立，政策聚焦支付领域纵深推进和各层改革增
强协同

具体措施 内容 代表性政策及时间改革方向

资料来源：医药魔方研究与分析

完善医保机制

门诊共济 • 增加普通门诊统筹保障和“两病”患者门诊用药保障；通
过减少个人账户增加门诊统筹

• 2021年《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

谈判药续约及
医保支付标准

• 2022年《关于开展医保药品支付标准
试点工作的通知》

• 确立谈判药品进入常规目录和非独家药品竞价规则。协同
集采药品中选价格作为医保支付标准，各省针对“两非”
药品展开药品支付标准试点工作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DRGs付费 • 根据病情严重程度、诊疗资源消耗程度等因素将疾病分组
打包付费的支付方式，即DRG（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

• 2019年30个DRGs付费国家试点城市
完整名单公布

DIP付费 • 按照DIP（大数据病种组合）方法，对病种分组体系赋值，
并给与支付的一种方法

• 2020年71个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和
按病种分值付费试点城市名单公布

医疗控费

• 破除以药养医的局面，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的办法，
改变公立医院收入结构，使药占比从45%降低到30%左右

•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城市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控制药占比

• 对辅助性、营养性等高价药品不合理使用情况实施重点监
控，初步遏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势头

• 2019年和2023年《国家重点监控合
理用药药品目录》限制辅助用药

集中带量采购 • 明确采购数量，供方可以按照“薄利多销”基本原则降低价
格，采购方可以“以量换价”，取得双方满意的采购效果 • 历次《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文件》

医疗服务价格管理 MSPI调控 • 逐步将医疗服务价格指数纳入到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和管理的
指标体系中，从而调控医疗服务价格总量

• 2022年《关于进一步做好医疗服务
价格管理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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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谈判药品续约规则，限制单品放量对医保冲击；制定部分竞价药品支付标
准，增加药品进入医保通路

历版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常规+谈判准入品种数量

2000

2004

2009

2017

第一版

第二版

第三版

第四版

国家医保目录准入逻辑及版本更新

2022.6

2022.9

2023.1

医保局发布 《 2022年国家基本医疗
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调整工作方案》及相关文件公开征求
意见，对2022年医保目录调整范围
等做了规定，并提出谈判药品续约、
非独家药品竞价等相关新规则

国家医保局公示《2022年国家基本
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
目录调整通过初步形式审查的药品及
相关信息》，涵盖344个品种

国家医保局发布了《国家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2022年）的通知》，公布2022年
医保目录药品总数为2967种

第八版国家医保目录发布时间线

2019 第五版

国家医保目录主要调整历程

2020 第六版

以
常
规
准
入
为
主

谈
判
准
入
重
要
性
提
升

常规准入

常规准入

常规准入

常规准入+谈
判准入

肿瘤药
专项谈判

2018

常规准入+谈
判准入

常规+谈判
企业自主申报
动态调整机制实
施

第四版补
充

366

460

339

148

23 7 3

20212004 2009 2017 20202019 2022

36
17

70

96

67

91

17

2020 202120182017 2019 2022

2021 常规+谈判
延续20年机制 第七版

资料来源：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魔方研究与分析

谈判 竞价

2022 谈判药品续约规
则+非独家药品
竞价规则

第八版



医保支付标准框架已基本确定，进一步影响药价形成机制

7

医保目录

谈判药品 竞价药品

集采中选药品 非谈判非集采药品 麻醉药和第一类精神药
独家药品 非独家、非集采中选药品

医保目录统一全国支付标准 集采中选价格 成交量加权平均价格1 政府定价

乙类 甲类

非谈判药品
各省价格不一

药品挂网

谈判药品

独家药 协议期内仿制药

医保支付标准价格 ≤医保支付标准价格

竞价药品

协议期内参与竞价药品≤医保支付价格

个付比例限制高价

集采中选药品

集采中选价格

两非

梯度降价

1 北京市“两非”药品支付标准规则
资料来源：医药魔方研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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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次医保谈判看，纳入上市2年内新药比例和领域逐渐多元，降价幅度
趋于合理，而药物在进入医保后，基本都实现了迅速放量

资料来源： PharmaGO®数据库；医药魔方研究与分析

医保谈判新增药品自上市到经谈判进医保的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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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谈判品种的领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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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和免疫 心血管系统
全身性抗感染
神经系统

消化道和新陈代谢
血液和血液形成器官

呼吸系统

其他
感觉器官

2017-2021年五轮医保谈判降幅情况
%

3次医保谈判准入药物纳入目录后销售额变化1

亿元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110
180

274 268
317

+187%

20212018 2019 2020

30

94
130 141

+367%

201920202021

145 176

282

+95%

2017纳入品种 2018纳入品种 2019纳入品种

2020

70%

2021

66%

94%

2017 2018 2019

71%

44%
57%

85%

61%

2022

91%

51%

94%

62%

最高降幅 平均降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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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已充分执行前四批国采来看，集采执行之后首年市场规模下滑近50%，
后逐步减缓趋于稳定；但销售量持续维持10%增长，完成国采任务

不同集采批次整体市场规模变化1

资料来源：医药魔方National数据库；医药魔方研究与分析

国采执行时间线
2019-03 2019-07 2019-12 2020-01 2020-03 2020-06 2020-11 2021-04 2021-05 2021-09 2021-10

4+7 4+7扩围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第五批

260

MAT19Q3 MAT20Q3 MAT21Q3

548

307
263

MAT22Q3

-44.02%

-14.34%

-1.01%

第
一
批

197

MAT20Q1 MAT21Q1

87

MAT22Q1

96

-55.81%

+9.55%
第
二
批

318

MAT21Q3MAT20Q3

156

MAT22Q3

136

-50.85%

-13.10% 312

MAT21Q1 MAT22Q1

161

-48.51%

第
三
批

第
四
批

2022-05

第六批

销售额(亿元) 销售量(亿)

MAT19Q3 MAT20Q3 MAT21Q3

137

95 104 120

MAT22Q3

+9.71%

+14.88%

+14.35%

MAT20Q3 MAT22Q3MAT21Q3

134 151 162

+12.65%

+7.25%

78

MAT21Q1MAT20Q1

72

MAT22Q1

83

+8.43% +6.45%

MAT21Q1 MAT22Q1

6761

+8.55%

销售额(亿元) 销售量(亿)

2022-07 2022-11

第七批

备注：1.每批次集采选取的品种调整为通用名+医保合并剂型，不仅限于中选的具体剂型，如中选只有片剂，但此处纳入的是通用名下所有口服常释剂型



国采品种重点覆盖肿瘤、抗感染、慢性病等领域，其中抗生素、糖尿病、高血
压渗透率已超过50%。

集采与一致性评价分治疗领域销售额分布1

亿元，2022

39%

22%

76%

18% 1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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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7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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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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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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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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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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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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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6%
22%

27%

54%

16%

19%

25% 12%

4%

30%
45%

27%

6% 9%
22%

3%

静脉用
溶液

3%

0%

全身性
抗生素

160

抗肿瘤剂

0%

强心药
治疗

糖尿病
用药

高血压 抗血栓药 胃肠抗
酸药

止痛药 麻醉剂

1%
165307 167

中枢和
外周血
管疗法

0%

全血及血
浆代用品

176

利胆药和
肝保护剂

1%
2%

免疫激
活物

898 298716 137258 242 208 161 136
4% 4%

未国采且过评厂家=1or2前七批集采 未国采且无过评第八批集采 未国采且过评厂家>=3

总品种数 255 343 95 121 170 71 130 148 88 64 54 1 83 75

国采1-8品种数 29 82 4 41 37 15 10 7 7 3 5 0 3 1 230

过评>=3品种 10 11 5 7 6 5 4 4 5 0 5 0 0 1 62

过评1or2品种 61 55 20 16 34 9 21 18 15 4 12 0 5 1 272

Top领域
合计

资料来源：医药魔方National数据库，PharmaGO数据库；医药魔方研究与分析
1.一致性评价数据统计更新时间截止至2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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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院内市场Top620品种占整体规模约74%，将来基本会逐步纳入集
采当中，其中化药接近500个，超过300品种已参与集采

资料来源：医药魔方National数据库；医药魔方研究与分析
1. 药品品种以通用名+医保合并剂型进行统计。2 此处2022院内市场销售额中省联盟品种销售额统计的是全国销售，非特定集采区域销售

0

3,000

6,000

9,000

21% 24%

2020

79% 76%

2021

26%

74%

2022

7,523
8,235 8,016 剩余品种

Top620药品品种

2022 Top620药品品种1在院内市场份额分布
亿元

476 77 68

化药 中药

Top620品种 621

生物制品
2022 Top620药品品种类型分布

• 未来的带量采购可能会有620个品种，包括化药、生物制
品和中药；但随着国家带量采购、过评进度等因素导致临
床用药发生变化，620个品种将面临动态调整

• 此处选取的620品种以2022中国百张床位以上医院销售额
数据进行统计，部分已国采品种按排名暂未统计在列

122

184

169

国采 未国采但省联盟采 未集采or省单采

化学
药品

2022 Top620不同药品类型品种纳入集采比例分析

品种个数分布 2022销售额分布2

中成
药

生物
制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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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7
43

8

26%

45%

29%

48%52%

0%

39%
50%

11%



临床药品分析



2022年，我国首次IND新药数量和临床试验数量都略有下降

数据来源： PharmaGO TM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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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年首次IND创新药数量 中国历年临床试验数量

◼ 2022年，我国首次IND新药数量600件，同比下降8%：其中国产药品475件，占比79%，国产化药近3年CAGR为27%，近三年总体
CAGR为26%；2022年全年临床登记数量达到1466，同比降幅接近5%，Phase III临床数量降幅最大，同比下降接近26%



国内新药研发重心围绕肿瘤、血液、免疫领域

数据来源：医药魔方-NextPharma ®数据库；数据说明：药品对应多个适应症重复统计，仅统计已披露的适应症；适应症范围较大未列入

◼ 2022年国产药物研发同21年类似，集中于肿瘤、血液以及免疫领域，肿瘤领域中针对亚洲高发癌种：肝癌、胃癌等；进口产品在肿
瘤领域占比相对较低，在发病机制较为复杂的免疫、神经、精神领域的研发占比显著高于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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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pharma开展注册性临床数量较多，恒瑞仍占榜首

◼ 2022年，恒瑞医药开展的注册性临床大幅收缩，但在本土药企中仍然占据第一位，与MNC开展的注册性临床数量拉开差距；
Biotech大多针对肿瘤开展注册性临床；II型糖尿病等所需大量患者入组的注册性临床以本土药企和Bio pharma为主

2022年国内申办方开展核心临床适应症各类型药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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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型糖尿病

头颈癌

HR阳性乳腺癌 7

非小细胞肺癌

鼻咽癌

8

特应性皮炎

高胆固醇血症

宫颈癌

6

5

4

3

3

7

Bio pharma
Local pharma

Biotech

2022年开展核心临床的TOP10中外企业

393

平均招募人数

364

394

428

357

490

561

407

354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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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TrialCube TM数据库；数据说明：注册性临床指原研企业开展用于申报上市的高质量研究，国内外药企共同开展的临床试验重复统计； Local pharma为2010年前在国内成立药企；Bio pharma为2010
年后成立且近3-5年营收规模在3-5亿元；Biotech为2010年后成立且营收规模小于Bio phrama的企业；其他包含研究院等机构以及非MNC药企



数据来源：医药魔方- PharmaGo TM数据库，NextPharma ®数据库； 数据说明：1. FIC指与相同机制药品相比，研发进度处于全球领先或相同阶段的药品，me too指在同类药品中，研发进度处于落后状态的药品，
other包含复方及无明确作用机制的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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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A产品数量稳步增长，国产药品占比持续提升
◼ 近十年，中国NDA产品累计467款，以进口产品为主，占比达70%。国产药品数量自2018年开始明显增加，2022年有24款国产药

品NDA，根据核心临床趋势，大批国产药品即将NDA。2022年NDA产品中FIC产品有19个，占比31%，多款进口首创新药即将在
中国上市

13
19

28 29 25
17

27

42

28
4

9 15
20

12

12

124

4

11
12 12

18

12

6

6 6
11

11

12

20%

36

2

2015

47%

1

30%

7 2

2013

3

2014

18%

3

2018

2

14%

35%

1

2016

3

14%

2

2017 20222019

33%

62

37%

2020 2021

3

38%

17
20

28

44

57 55

83

64国产药品占比
国产生物药

进口化药

国产化药
进口生物药

双抗

CAR 
T

细胞
疗法

ADC

Faricimab

伊基仑赛
西达基奥仑赛

赫基仑赛
泽沃基奥仑赛

德曲妥珠单抗

19

36

9

2022 NDA产品创新类型分布及代表产品1

多发性骨髓瘤
多发性骨髓瘤
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多发性骨髓瘤

视网膜病

HER2阳性乳腺癌

类型 药品 适应症

FIC
me too
other

Faricimab



License in产品逐渐迎来收获期，License out产品初见成果

历年NDA产品原研类型分布

59%

85% 82% 86% 86%

61% 60%
55%

42%
48%

41%

15% 18%

11% 9%
15%

29% 17%

11% 11%

28% 31% 31% 29%
34%

2018

2%

2013 2014

17

2015 2016

3%

2017 2019 2020 2021 2022

6255 6428 44 8320 36 57

国内原研

国外原研
License in

数据来源：医药魔方- PharmaGo TM数据库，NextPharma ®数据库

药品 企业
Galcanezumab 蔼睦医疗

齐瑞索韦 爱科百发
马昔巴特 北海康成
AMG423 箕星药业

苯丁酸甘油 维健医药
托莱西单抗 信达生物
艾加莫德α 再鼎医药

马吉妥昔单抗 再鼎医药
盐酸环丙沙星+氟

轻松 兆科药业

地塞米松+左氧氟
沙星 兆科药业

奥特康唑 恒瑞制药

2022License in

FIC

FIC

FIC

FIC

17

◼ 2018年开始，国内最早一批自主研发及license in药企开始迎来收获期，如再鼎、信达、北海康成等均有产品NDA， 2022年NDA的
国内自主研发产品中，包含5款成功license out的产品，占国产药品的23%



上市药品分析



药品审评时长明显缩短，创新药上市路径更加通畅

19

数据来源：医药魔方- PharmaGo TM数据库

◼ 近5年，CDE药品审评效率明显提升，上市药品审评时长明显缩短，中位审评时长约为400-450天，创新药上市路径更加通畅，多款
药品经加速通道获批上市，随着效率提升，加速通道对药品审评速度的影响不再显著

历年上市药品审评时长（天）

651 603
508 555 517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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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202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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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855

2014

465

256

2015

857
785

2016

577
462465

2017 2019

466

2020 2021

455

获批产品数
均值
中位数

加速通道对药品审评时长的影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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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012/1/1 2018/1/12016/1/1 2020/1/1 2022/1/1 2024/1/1

批准生产日期

优先审评
特殊审批

附条件批准
突破性疗法

审评时长中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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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更多国产药品的上市，创新药中国首发占比平稳提升

近十年全球首次上市创新药及首发国家

38
51 47

40

55 57 53
60 60

39

4

8
6

6

15
11

20

36

139

17

10

8

5

11

11

16

14

4
15

13

9
17

11

7

7

12

10

15

7173

9%
6%

20162014

120

2013

8%

72

8%

2015 2019

3%

2

2017

17%

2018

13%

19%

2020

30%

2021

21%

2022

66

89

71

82

90

108

中国首发占比

欧洲

日本

中国大陆

美国

中国上市时间与全球首发上市时间差（年）

2016/1/1

5

2018/1/1 2020/1/1 2022/1/12012/1/1 2024/1/1

10

15

25

2010/1/1

30

0

35

2014/1/1

中国获批日期

与首发上市时间差

◼ 近半数新药最先在美国获批上市，随着中国本土创新药企的崛起，首发在中国的创新药占比持续提高，2022年，全球首次上市创新药
共71款，其中有13款首发在中国，占比达到21%，同时，更多的进口创新药紧随美国/日本之后在中国上市，滞后小于5年

近十年全球首次上市创新药及首发国家 中国上市时间与全球首发上市时间差（年）

10

2022/1/12018/1/1 2024/1/1

5

0

2016/1/12012/1/1

15

2014/1/1

25

2010/1/1

30

35

2020/1/1

与首发上市时间差

中国获批日期

数据来源：医药魔方- PharmaGo TM数据库，NextPharma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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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院药品市场2022年销售规模约8,016亿元，整体增速为-2.7%，跨国企
业受集采影响销售增速下降-4.2%，本土企业份额占比上升

同比年增长率：整体 9.5% -11.0% 9.5% -2.7% 1.0%

同比年增长率：本土药企 7.3% -12.4% 10.7% -2.1% 0.5%

同比年增长率：跨国企业 15.7% -7.2% 6.4% -4.2% 2.3%

本土企业份额 73.9% 72.4% 71.2% 72.0%

中国医院药品市场销售额及增长趋势1

亿元， 2018-2022

7.3

-12.4

10.7

-2.1

15.7

6.4

-4.2

9.5

-2.7

-15%

-10%

-5%

0%

5%

10%

15%

20%

6,500

6,000

7,000

8,000

7,500

8,500
8,235

2021

7,717

8,451

7,523

8,016

2018 2019 2020 2022

-7.2
-11.0

9.5

整体增长率 全国销售额本土企业增长率 跨国企业增长率

5年CAGR

资料来源：医药魔方National数据库；医药魔方研究与分析
1 中国百张床位以上医院市场销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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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驱动因素看，2022年外资企业规模主要受集采未中标产品销量影响下降，
本土企业非集采品种价格下降显著

资料来源：医药魔方National数据库；医药魔方研究与分析

中国大医院市场销售额增长分析
亿元，2021 vs. 2022

外资企业

本土企业

64

集采-未中标
价格变化

300

非集采-
销量变化

194
36

20222021
销售额

104

集采-中标
销量变化

188

新品上市集采-中标
价格变化

非集采-
价格变化

213

集采-未中标
销量变化

8,235

8,016

-2.7%

3

165

65
117

35

53 6

2,304

2,208

-4.2%

102

20222021 集采-中标
销量变化

123

集采-中标
价格变化

96

集采-未
中标

销量变化

29

集采-未
中标

价格变化

5,930

5,808135

非集采-
销量变化

141

非集采-
价格变化

31

新品上市

-2.1%



V L A J C N K B R M G T H D S P

16.4% 14.5% 12.8% 12.3% 9.3% 9.0% 7.7% 6.0% 3.4% 2.2% 1.8% 1.4% 1.1% 1.1% 1.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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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级治疗领域来看，肿瘤领域和骨骼肌领域受国采第五批影响呈现负增长；
皮肤用药领域在创新药带领下维持正增长

资料来源：医药魔方National数据库；医药魔方研究与分析

一级治疗领域增长率
2021 vs 2022

2022
市场份额

9.5%
12.2% 13.8%

6.4%
3.7%

6.4% 8.1%
12.0%

10.1% 10.7% 12.1%
16.9% 18.0%

32.3%

18.3%

23.5%

-2.7%

1.9%

-3.1%
-5.8%

-2.3% -1.4%
-3.9% -2.3% -3.6%

-5.6% -6.0%

4.2%

-20.9%

1.1%

7.7%

-4.0%

11.5%

神经系统 全身性激
素类药物
（性激素

除外）

全国市场 皮肤用药心血管
系统

其他 消化道和
新陈代谢

抗肿瘤药
和免疫调

节剂

全身性抗
感染药

医用溶液 血液和
血液形
成器官

呼吸系统 骨骼肌
肉系统

泌尿生殖
系统和性

激素

诊断用药 感觉器官 寄生物学

-0.5%

2021增长率
2022增长率

苯磺顺阿曲库铵
（集采5）多西他赛（集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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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级治疗领域来看，受集采影响肠胃抗酸药连续两年保持负增长；止痛药受
TOP品种规模萎缩影响增速放缓

资料来源：医药魔方National数据库；医药魔方研究与分析

TOP15 二级治疗领域增长情况
2021 vs 2022

-8.5%

降压药静脉用
溶液

全血及血
浆代用品

糖尿病
用药

整体市场 抗肿瘤剂

14.0%

中成药

9.5%

全身性
抗生素

-8.3%

抗血栓药

13.1%

0.5%

胃肠抗
酸药

止痛药

-6.4%

麻醉剂强心药
治疗

中枢和
外周血
管疗法

6.2%
2.4%

利胆药和
肝保护剂

-14.5%

11.5%

免疫激
活物

-1.5%-2.7%

9.4%

1.9%

-2.8%

20.1%

8.1%

-1.3%

2.7%

-4.6%

7.4%

-1.0%

-18.5%

10.8%

17.8%

9.2% 8.6%

-4.4%

-8.6%

-0.6%

7.6%

2021增长率
2022增长率

辅助用药重点监控品种涉及领域

2022
销售额

（亿元）
116,8 898 716 307 298 258 242 208 176 167 165 161 160 137 136 

领域贡献率 14.6% 11.2% 8.9% 3.8% 3.7% 3.2% 3.0% 2.6% 2.2% 2.1% 2.1% 2.0% 2.0% 1.7% 1.7%

本土企业份额 100.0% 54.4% 75.3% 83.7% 32.2% 51.7% 62.8% 84.2% 87.7% 92.2% 93.4% 88.6% 40.4% 74.9% 97.0%

TOP领
域总和

64.8%

所属一级治疗领域 V L J K A C B A N C C N K A L

艾司奥美拉唑钠（集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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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企业在肠胃抗酸、精神兴奋药等领域下降显著；外资企业抗病毒创新药在疫
情期间快速增长22%

1 中国百张床位以上医院市场销售数据
资料来源：医药魔方National、 PharmaGo®数据库；医药魔方研究与分析

本土 vs 外资企业TOP15 二级治疗领域增长率1

治疗领域 治疗领域在本土企业
销售中的占比

2021
增长率

2022
增长率

中成药 11% 2%

全身性抗生素 3% -6%

抗肿瘤剂 23% -2%

静脉用溶液 9% -7%

胃肠抗酸药 1% -18%

止痛药 20% 1%

中枢和外周血管疗法 9% -4%

强心药治疗 12% -1%

抗血栓药 16% -1%

麻醉剂 18% -6%

降压药 15% 8%

免疫激活物 7% -15%

利胆药和肝保护剂 10% -1%

凝血系统及其他药物 4% -2%

精神兴奋药 3% -17%

TOP15 合计 68.1% 10.7% -3.2%

本土企业

治疗领域 治疗领域在外资企业
销售中的占比

2021
增长率

2022
增长率

抗肿瘤剂 5% -4%

糖尿病用药 4% -5%

全身性抗生素 1% -9%

降压药 0% -10%

全血及血浆代用品 24% 7%

抗血栓药 -3% -18%

免疫抑制物 30% 15%

抗哮喘和COPD药 4% -26%

血脂调节剂 6% 18%

性激素及类似物 28% 6%

静脉用溶液 6% -16%

诊断影像 19% -16%

眼科用药 12% -7%

抗病毒药 16% 22%

利胆药和肝保护剂 9% 0%

TOP15 合计 71.0% 6.7% -5.2%

2.6%

20.1%

8.4%

9.3%

4.4%

3.0%

2.7%

2.7%

2.6%

2.5%

2.3%

2.3%

1.8%

1.7%

1.7%

9.2%

5.6%

3.4%

3.0%

18.6%

2.1%

8.0%

4.3%

4.1%

2.9%

2.3%

2.3%

2.0%

1.7%

1.6%

外资企业



受化疗药销售逐年下降影响，2022年肿瘤整体市场规模略有萎缩；靶向免
疫药物份额逐步提升，且占据整体品种排名前3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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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百张床位以上医院市场销售数据
资料来源：医药魔方National、 PharmaGo®数据库；医药魔方研究与分析

抗肿瘤市场各类药物销售额表现1

亿元， 2018 v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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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0%

19%

2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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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8%

11%

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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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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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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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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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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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924 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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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2%

-9.7% -3.5% -20.6%

31.3%

5.2%
7.4%

-4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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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40%
6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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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11.8%

21.4%

77.9%

10.4% 12.4%

靶向药+免疫治疗
化疗药

其他

抗肿瘤市场各类药物同比增长
2018 vs 2022

肿瘤领域院内销售TOP10品种

2022
销售额
(亿元)

54

甲磺酸
奥希替

尼

10%
-6%-2%

贝伐珠
单抗

-12%-1%

24

曲妥珠
单抗

8%-8%
8%

26

10%

醋酸亮
丙瑞林

42

醋酸戈
舍瑞林

帕妥珠
单抗

紫杉醇
(白蛋白
结合型)

-25%

培美曲
塞二钠

利妥昔
单抗

盐酸多
柔比星

47 44
33 32 27 24 2022

同比
增速

红字：靶向免疫

肿瘤

集采(2) 集采(1)

其他-本土化疗-本土

靶向+免疫-外资

化疗-外资
靶向+免疫-本土

其他-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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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新药销售占比逐年增加，在肿瘤领域已成为市场发展主力

数据来源：医药魔方PharmaGo数据库；医药魔方IPM数据库

55
51 51

65

43

2018 20222019 2020 2021

2018-2022年中国上市创新药数量（不包括中药） 中国院内百张床位以上不同类型药物市场销售表现（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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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38,451

20212019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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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药 生物类似物改良型新药 仿制药

44% 38% 35% 33% 30%

6% 7%

51% 58% 61% 60% 62%

1%

2018

1%

20202019 2021 2022

4%

579 756 810 924 898

5%
0% 3%2%

肿瘤领域全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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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制定合理的销售和准入策略尤为重要

数据来源：医药魔方IPM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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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创新药的导入期不断缩短，药企更需提前精准定位目标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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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拉帕利-2019

替雷利珠单抗-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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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院销售的
第一个季度

近些年创新药进院销售各季度累计增长

亿元

成分名-上市年份

2022H12021 2022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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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美替尼
（2021-03上市）

2021年上市的创新药在中国销售增长情况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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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安普利单抗
（2021-08上市）

数据来源：医药魔方IPM数据库



30

从产品导入期开始，企业为制定最佳营销决策，对数据覆盖的范围和颗粒度提
出更高要求

数据来源：医药魔方HPI数据库

过去

跑马圈地

现在

精准营销

产品上市

医保准入

仿制药上市及VBP

时间

仿制药上市及VBP

中国创新药生命周期变化

销售额

现在

过去

.
.

.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快速导入高潜力医院，赢取先机

覆盖高潜力医院，洞察市场机会，确保销量增长

优化高潜力医院布局，实现降本增效



项目背景
◼ 产品X于2020年末在国内上市，用于治疗成人复发或难治性（R/R）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B-ALL）

◼ 产品组希望借助真实世界数据了解国内B-ALL患者分布情况，定位高潜力目标医院，为资源投

放提供数据支持；同时，为更好的制定市场策略，产品组希望了解核心医院中不同类型B-ALL

患者细分的情况

业务目标
◼ 以全国B-ALL患者量分布为依据，定位TOP-250家医院

◼ 按不同年龄/治疗方案/新老患者等细分维度，洞察核心医院 B-ALL患者分布及可触达的市场

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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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上市，快速市场导入案例分享

数据来源：医药魔方HPI数据库



根据PATIENT FLOW定位目标市场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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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精确锁定目标患者人群 估算单家医院潜力

ALL患者

B-ALL患者

非老年治疗 老年治疗

初诊B-ALL患者 复发B-ALL患者

Ph—阴性Ph—阴性Ph+ 阳性

诱导治疗 CR后治疗 维持治疗 其他诱导治疗 巩固强化治疗 维持治疗 造血干细胞移植 其他

诱导治疗 CR后治疗 维持治疗 其他

检
查
诊
断

一
线
治
疗
方
案

xx% xx%

T-ALL患者 NK-ALL患者

Ph+ 阳性

xx% xx%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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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1: 单家医院潜力评估精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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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评估医院与医生潜力

医院 目标医生数 目标患者人数 医院分级

sample0004 264 1578 B类

sample0776 364 2679 A类

sample9981 80 362 C类

sample0571 108 704 C类

sample2022 183 1958 A类

sample5578 65 830 A类

sample6672 326 2675 A类

sample5783 229 1406 B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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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匹配销售团队覆盖 估算可触及市场潜力

潜力医院库

• 患者量

• 疾病分型

企业数据库

• 销售分部

• 销量数据

• 准入情况

根据销售/准入资源匹配各地区的医院列表



36

STEP 4: 细分医院，制定投资策略

医院数 D0 D1 D2 D3 D4 D5 D6 D7 D8 D9 总计

T0 4 4

T1 2 5 2 9

T2 1 4 2 4 1 12

T3 8 7 3 18

T4 2 1 1 5 7 5 2 23

T5 1 1 2 4 7 12 3 30

T6 1 6 12 14 5 1 39

T7 1 1 1 3 9 13 17 10 55

T8 1 4 5 4 25 31 13 83

T9 1 1 2 3 9 21 51 117 205

Tx 1 4 7 9 12 16 27 48 98 222

总计 10 14 19 28 39 53 70 98 141 228 700

医院潜力高 低

产
品
等
级

高

低

医院
名称

患者
人数

患者
人次 转换率 T产品

等级 T产品销售 医院策略

医院1 823 2785 22% T0 17,9XX,XXX 维持/加强

医院2 525 1997 32% T0 16,6XX,XXX 维持/加强

医院3 507 1941 30% T0 15,3XX,XXX 维持/加强

医院4 676 3312 19% T0 12,7XX,XXX 维持/加强

医院5 537 2498 21% T1 11,1XX,XXX 维持/加强

医院6 573 2356 15% T1 8,7XX,XXX 加强渗透

医院7 578 2543 11% T2 6,2XX,XXX 加强渗透

医院8 559 2520 5% T4 2,9XX,XXX 加强渗透

医院9 537 2942 5% T4 2,8XX,XXX 加强渗透

医院10 536 2352 4% T5 2,1XX,XXX 加强渗透



37

医药魔方市场数据服务列表

数据来源：医药魔方HPI数据库

医院患者潜力数据（HPI）

医院临床真实数据（ RWE）医生诊疗潜力数据（PPI）

全国医院药品销售潜力数据

01

03

02

04
添加文本
Work Experience

产品名称 渠道 数据类型 覆盖范围 更新频率 目标

医院患者潜力评估（HPI） 等级医院
（三级、二级、一级和

未评级医院）

医院患者数据 全国~2.8万+等级医院 年度

圈医院
全国医院药品销售潜力评估 医院

（≥100张床位）
医院药品采购数据 全国城市潜力报告

（放大数据）
月度/季度

医生诊疗潜力评估（PPI） 医院 医生诊疗数据 全国~270万+医生 年度 选医生

患者旅程/医生处方观念分析
（ RWE）

医院 临床诊疗数据 全国~2400+等级医院 月度 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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