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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 ￨ 网志 

 

2019 年 4 月 26 日 

 

香港生物科技板块蓬勃发展，迎来超额收益 

 

全球第三大生物科技公司上市地 

港交所 2018 年 4 月推出上市新规,允许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在港上市。近一年来，7 家生

物科技企业通过新规成功挂牌。多家生物科技公司现已提交上市申请，包括生物大分子制

药、小分子制药以及其他生物科技板块下的细分行业。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早前表示，以

集资额计，香港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生物科技公司上市地。将香港打造成全球生物科技企业融

资中心的策略正逐步奏效。 

 

根据港交所上市新规挂牌的 7 家生物科技公司一览（按涨跌幅排名） 

股份 上市日 

(日/月/年) 

招股价(港

币) 

收报(港币) 累计涨跌幅

(%) 

募集资金

（亿港币） 

康希诺(6185) 28/03/2019 22.00 43.75 98.86 12.60 

信达(1801) 30/10/2018 13.98 25.00 78.83 31.55 

君实(1877) 24/12/2018 19.38 32.60 68.21 29.44 

基石(2616) 16/02/2019 12.00 14.46 20.50 25.73 

华领(2552) 14/09/2018 8.28 7.31 -11.71 8.67 

百济(6160) 08/08/2018 108.00 74.40 -31.11 73.20 

歌礼(1672) 01/08/2018 14.00 6.77 -51.64 31.38 

数据截至 2019 年 4 月 18 日 

 

中华香港生物科技指数展现高增长高收益特性 

相较于美国和欧洲资本市场，目前亚洲区内生物科技产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港交所上市

新规有利于吸引更多优秀的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为区域内生物科技企业注入发展新动

力。有鉴于生物科技企业特殊性，例如产品多处于研发阶段，股价波动受临床试验进展影响

较大，股价震荡是常态等，资本市场对于追踪、反映生物科技行业发展指标的需求愈加强

烈。 

 

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中华香港生物科技指数得以推出。该指数是市场首只追踪香港交易所

主板上市生物科技公司（包括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股价表现）的指数，进一步推动了香

港资本市场的多样化，其中涵盖的成份股公司专注于生物科技领域的新型治疗方式，代表了

亚太区域生物科技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对中国形成生物科技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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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年初至今，中华香港生物科技指数表现优异，涨幅高达 33.8%，大幅跑赢港股主要大盘基准

指数和市场相类似指数。该指数现有 17 只成份股，包括根据港交所上市新规挂牌的全部 7 家

生物科技公司。（数据截至 2019 年 4 月 18 日） 

 

指数特色： 

1. 市场第一只全面反映香港生物科技板块表现的行业基准指数，有利于投资者综合观察板块

表现。 

2. 成份股囊括主营业务来自生物科技领域的头部公司及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高度专注

生物科技产业，代表区域内该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3. 兼容并蓄的涵盖了已盈利的传统生物科技公司和处于产品研发关键阶段尚未形成收入的创

业公司，较好的兼顾未来增长潜力和市场波动风险。 

 

中华香港生物科技指数成份股名单 

成份股代码 成份股名称 权重(%) 交易货币 

2269 药明生物 14.9 HKD 

1177 中国生物制药 13.7 HKD 

1548 金斯瑞生物科技 13.1 HKD 

1801 信达生物-B 11.5 HKD 

1530 三生制药 11.4 HKD 

6160 百济神州-B 8.7 HKD 

2359 药明康德 6.7 HKD 

2616 基石药业-B 4.1 HKD 

1877 君实生物-B 3.4 HKD 

2552 华领医药-B 3.1 HKD 

6118 奥星生命科技 1.8 HKD 

1061 亿胜生物科技 1.8 HKD 

6185 康希诺生物-B 1.6 HKD 

6826 昊海生物科技 1.4 HKD 

1672 歌礼制药-B 1.3 HKD 

1035 BBI 生命科技 0.8 HKD 

775 长江生命科技 0.8 HKD 

   数据截至 2019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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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生物科技股爆发的主要因素 

人口老化+政策红利 

中国生物科技行业前景看俏，原因之一是内地人口持续老化带来需求，更重要是政府十分支

持发展此行业，各路资金大举流入。2018 年，国内监管层面为创新药审批开辟绿色通道，缩

短创新药研发和审批周期。中国医药产业政策将加速医药产业的创新进程。 

 

上海科创板受理医药生物企业较多+带量采购落地（政策脱敏） 

科创板受理医药生物企业较多，带量采购进入落地阶段也是近期促使医药股爆发的主要因

素。生物医药板块是上海科创板的重点支持方向，有望带动影响生物医药行业中创新型目标

的估值重构。 

   

首轮带量采购产品价格平均降价幅度达到 52%，从本次公布的带量采购各试点城市实施细则

来看，未有超预期政策出台；从本轮带量采购总结评估时间来看，目前天津、重庆、西安已

公布时间进度，均要求在采购周期即将结束前一个月或结束时启动总结评估，总结评估时间

预计最早将于 2020 年 3 月左右完成，而第二轮带量采购时间预计将在完成本轮带量采购总结

评估后，因此认为下一轮带量采购将最早于 2020 年 Q2 开始，带量采购的政策预期已经稳

定，集采对行业估值的影响已经基本消化完毕。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重点培育生物医药行业 

规划指出依托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的科研资源优势和高新技术产业基础，推

动生物技术发展壮大为新支柱产业，在蛋白类等生物医药、高端医学诊疗设备、基因检测、

现代中药等重点领域培育一批重大产业项目。与此同时，坚持陆海统筹、科学开发，加强粤

港澳合作，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培育壮大海洋生物医药。 

 

从当下的时间点看，中华香港生物科技指数满足了中国生物科技行业发展的需要，也切合了

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减少和分散投资风险的需求。随着港交所生物科技板块的蓬勃发展，中华

香港生物指数逐步展现出高增长特性。与此同时，投资者还应注意到生物科技属于高技术高

收益，但盈利周期较长且风险较大的产业。一个生物医药品种从临床前研究到上市，一般需

要 8～12 年，其间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生物科技是一门“慢生意”，需要投资者深入钻研并

投入更多的精力。 

 

中华证券交易服务有限公司                                                                  撰稿人：高级业务发展经理 王浩然 

香港中环康乐广场 8 号交易广场二期 9 楼 906-908 室                                                        电话：+852 2803 8237 

http://www.cesc.com                                                                                  电邮：cescinfo@ces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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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形式或任何方法分发、再分发、复制、修改、传播、使用、再使用及/或存储信息的全部或部分。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下称“中证”)并未就

信息的提供做出过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对其适销性、适销质量、所有权、特定目的的适用性、安全性及非侵权等的保

证。中证将尽合理的商业努力确保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但并不对此予以担保。任何人因该等信息不准确、缺失及/或因依赖其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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