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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新基建将是“十四五”期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主旋律，空间广阔。国内

进入十四五规划以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便遇到了新冠疫情的挑战。尽管经过前期

的规划建设，国内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可及性不

断提升，但新冠疫情的突发仍然暴露出一些问题，我国公共卫生安全形势仍然复杂

严峻，突发急性传染病、慢性病、老龄化等负担仍然较重，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建

设仍在路上。“十四五”规划期间国内将聚焦提高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提升公

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水平、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等，深化医疗服务卫生体系改革成

果，“医疗新基建”基本定调。根据 《“十四五”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实施方案》的建设目标和任务，据我们测算，十四五期间中央预算预计超过 1300亿

元，加上地方和医院自有资金，新基建空间进一步打开。 

⚫ 资金来源较为充沛，保障新基建建设。医疗新基建规模大、对应资金需求必然巨

大，“中央+地方”资金来源充沛，保障基建建设。从中央来看，2021年中央下达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为 653.9亿元，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投入逐年提升。从

地方来看，2020年以来各地方政府陆续发行医疗卫生专项债券和 PPP项目投入医

疗新基建，2022年初以来广东、河南、河北、山东等省市陆续发布高额专项债支持

相关医疗卫生项目建设，整体来看，医疗卫生相关专项债发行规模持续处于高位。 

⚫ 医疗卫生机构项目建设订单呈快速增长趋势。从整体医疗卫生机构项目建设周期来

看，土建工程往往是执行过程中的第一步，从中国建筑披露的房建工程新签合同额

来看，2020年开始医疗卫生设施类订单持续增长，2021年全年医疗建筑类新签合

同额达到 2044亿元，同比+64%。同时，国内在建医疗工程完工量也保持快速增长

趋势，2021年中国在建医疗工程完工量为 4576个，同比+82.38%。根据奥维云网

地产大数据监测预测，2022年预计拟在建医疗工程完工项目数量超过 6000个，同

比+31.8%。 

⚫ 医疗卫生机构建设项目如火如荼，相关产业链发展空间不断打开。国内土建环节的

订单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在建医疗工程完工也迎来高峰期，后续将逐步带动医疗

专项工程、医疗设备、医疗信息化相关需求增长，产业链空间将不断打开。1）医疗

专项工程：一般发生在土建工程、装修装饰工程之后，净化工程占比较大，受益于

新建医院完工，景气度攀升。2）目前国内医疗机构通过新建、改建、扩建等方式增

加卫生资源的供应，医疗机构项目完成后必然需要配置相关的医疗设备及器械产

品，带动国内医疗器械市场加速放量。此外，方舱医院建设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

置需求上升，带来新的需求增量，医疗器械发展迎来黄金期。3）医疗信息化：近年

来国家积极推动建设“智慧医院”，医院的智能化、信息化建设成为重要环节，医

疗卫生机构的增加势必会增加对智慧药房相关产品的需求，加上行业本身渗透率较

低，潜在空间巨大，相关龙头企业显著受益。 

 
⚫ “十四五”期间医疗新基建将会是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的主旋律，医疗项目建设加速

将逐步带动医疗专项工程、医疗设备、医疗信息化相关需求增长，建议关注相关领

域优质企业，如迈瑞医疗(300760，买入)、健麾信息(605186，买入)、华康医疗

(301235，未评级)、开立医疗(300633，未评级)、万东医疗(600055，未评级)、艾

隆科技(688329，未评级)、海泰新光(688677，未评级)、澳华内镜(688212，未评

级)等。 

风险提示 

⚫ 政策实施不及预期、疫情反复对资金和项目实施产生不利影响、政府采购加大带来

的降价、假设条件变化影响测算结果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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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四五”医疗新基建定调，规划、资金、订单
逐渐打通 

国内进入十四五规划以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便遇到了新冠疫情的挑战。尽管经过前期的规划建

设，国内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可及性不断提升，但新冠疫情的

突发仍然暴露出一些问题，我国公共卫生安全形势仍然复杂严峻，突发急性传染病、慢性病、老

龄化等负担仍然较重，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建设仍在路上。 

“十四五”规划期间将聚焦提高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提升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水平、推动优

质医疗资源下沉等，深化医疗服务卫生体系改革成果，“医疗新基建”基本定调。 

图 1：国内不同时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要点 

 

数据来源：政府文件，东方证券研究所 

 

医疗新基建是必然趋势，国内大有可为。 

疫情体现了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一方面，公共卫生体系亟待完善，重大

疫情防治能力有待加强，医防协同不充分、平急结合不紧密，优质医疗资源总量不足等。国内医

疗资源仍需要补充，公共卫生诊疗等需求仍将快速增长。从供给总量来看，我国卫生总费用占

GDP 比重不断上升，但在世界范围内仍处于较低水平。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2021》统

计数据，2018 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为 6.4%，同期 OECD 统计的日本、美国等发达

国家都在 10%以上。 

图 2：中国卫生费用占 GDP 比重  图 3：全球部分国家卫生费用占 GDP 比重（%，2018） 

 

 

 数据来源：《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2021》，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OECD、《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2021》，东方证券研究所 

 

从人均 ICU床位数来看，中国 ICU床位占人口比低于西方发达国家。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得

出，国内实际每 10 万人拥有 ICU 床位数约 5 张。根据世界重症与危重病医学会联盟数据，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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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德国每 10万人拥有的 ICU床位数分别高达 13.5和 24.6张。此外，国内医护编制不足，国内

ICU 医师人数与床位数比例为 3:1，刚达到《中国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建设与管理指南》最低

要求，与美国比存在显著差距。 

图 4：中西方每 10 万人均 ICU 床位数（2019 年，单位：张）  图 5：ICU 护士数/床位数比例差距（2019 年，单位：人/张） 

 

 

 

数据来源：世界重危与危重病医学会联盟、前瞻产业研究院，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美国 ICU护理管理概况》、前瞻产业研究院，东方证券研究所 

 

另一方面，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结构性问题仍然突出，区域配置不均衡，医疗卫生机构设施

设备现代化、信息化水平不高，基层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等。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医疗卫生机

构总数超过 103 万家，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近 98 万家，而三级医院只有 2996 家，占比仅为

0.3%，却提供了占全国 34.2%的床位与 26.3%的诊疗人次，不均衡问题显著。 

 

1.1 医疗新基建将是“十四五”期间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主旋
律 
2021年 7月 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疾病预防控

制局共同编制发布《“十四五”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充分落实《“十四

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加快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

域均衡布局，提高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与保障能力。实施方案规划了 4大类、15小类工程建设， 

并给出了较为具体的建设目标和任务，根据建设方案初步测算，十四五期间医疗卫生服务建设仅

中央预算投入就将超过 1300亿元，空间广阔。 

实际建设投入过程中，所需资金一般由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财政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渠

道组成。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综合考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事权划分原则，对各地方项目

实行差别化补助，一般占整体项目投入 10%左右，剩余将由地方补齐，十四五期间中央预算估计

超过 1300亿元，加上地方和医院自有资金，医疗新基建空间进一步打开。 

表 1：《“十四五”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工程建设及投资测算 

4大类 15小类 细则 中央预算 中央预算估计 

公共卫

生防控

救治能

力提升

工程 

现代化疾病预防

控制体系建设 

1. 加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 

2. 依托高水平省级疾控中心建设若干国家区

域公共卫生中心 

3. 按照填平补齐原则，补齐基础设施和实验

室设备配置缺口。 

区域公共卫生中心：不

超过 3亿元 

每个省、市、县级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不超过 2

1.二期批复投资

17.43亿 

2.假设 20个*3亿

=6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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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5000万元、1000

万元 

国家重大传染病

防治基地建设 

1. 针对呼吸系统等重大传染病 

2. 在超大城市、国家中心城市等重点地区 

不超过 3亿元 假设 20个*3亿=60

亿 

国家紧急医学救

援基地建设 

1. 针对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等重大突发事件 

2. 在全国范围内以省为单位 

不超过 3亿元 假设 32个*3亿=96

亿 

公立医

院高质

量发展

工程 

国家医学中心建

设 

1. 依托医学水平突出、影响力强、积极性高

的医院 

2. 围绕关系人民健康的全局性、长期性问题 

3. 形成一批医学研究高峰、成果转化高地、

人才培养基地、数据汇集平台 

按照单个项目批复情况

确定 

10个*5亿=50亿 

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 

1.第一批 8个省 

2.第二批 12个省 

3.扩大：2022年底覆盖所有省份 

不超过 5亿元 32个*5亿=160亿 

省域优质医疗资

源扩容下沉建设 

1.遴选建设 120 个左右省级区域医疗中心 

2.部分地区县级医院提标扩能 

1.不超过 2亿元 

2.不超过 5000万元 

120个*2亿=240亿 

假设 600个*0.5亿

=300亿 

重点人

群健康

服务补

短板工

程 

妇女儿童健康服

务能力建设 

1.每省 1个省级妇产项目 

2.每省 1个儿科项目 

3. 实现省、市、县均有 1 个标准化的妇幼保

健机构 

1.不超过 2亿元 

2.地市级不超过 5000万

元 

32个*2亿=64亿 

心理健康和精神

卫生服务能力建

设 

1.每省 1个省级精神专科医院或病区 

2. 县级公立医院精神科/精神心理门诊 

/ / 

康复医疗“城医

联动”项目建设 

将部分二级医院转型改建为康复医疗机构和护

理院、护理中心 

/ / 

促进中

医药传

承创新

工程 

国家中医药传承

创新中心建设 

30个左右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 不超过 1.5亿 30个*1.5亿=45亿 

国家中医疫病防

治基地建设 

35个左右、覆盖所有省份的国家中医疫病防

治基地 

不超过 1亿元 35个*1亿=35亿 

中西医协同“旗

舰”医院建设 

50个左右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 不超过 1亿元 50个*1亿=50亿 

中医特色重点医

院建设 

130个左右地市级重点中医医院 不超过 1亿元 130个*1亿=130亿 

名医堂工程 分层级规划布局建设一批名医堂 另行制定方案 / 

合计 约 1307亿 

数据来源：《“十四五”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东方证券研究所 

 

除了全面提升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水平，十四五期间将重点推动基层医疗机构服务水平提升。 

2021年11月3日，国家卫健委印发《“千县工程”县医院综合能力提升方案（2021-2025年）》，

明确推动省市优质医疗资源向县域下沉，逐步实现县域内医疗资源整合共享。方案提出到2025年，

全国至少 1000 家县医院达到三级医院医疗服务水平，发挥县域医疗中心作用，为实现“一般病

在市县解决”打下基础。 

此外，2022 年 7 月 20 日，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标

准（2022 版）等 3 项服务能力标准，即《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标准（2022 版）》、《社区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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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中心服务能力标准（2022 版）》和《村卫生室服务能力标准（2022 版）》，对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做了具体分工，明确考核内容和标准，服务能力标准不断升级，

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表 2：部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一览 

政策 指标 标准 

《乡镇卫生

院服务能力

标准（2022

版）》 

床位设置 C档：实际开放床位 10-20张 

B档：符合 C并实际开放床位 21-99张 

A档：符合 B并实际开放床位 100张以上 

设备配置 C 档：参照《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要求配备相关设备，必要的中

医药服务设备 

B档：符合 C并配备听力、视力、心理行为发育筛查工具；与诊

疗科目相匹配的其它设备；DR、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全

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血凝仪、生物安全柜、十二导联心电

图机、空气消毒机、麻醉机、呼吸机等 

A档：符合 B并配备胃镜或 CT等设备、配备急救型救护车等 

《村卫生室

服务能力标

准 （ 2022

版）》 

室内布局与

功能科室建

设 

C 档：设置全科诊室（或内科、中医科、中西医科室）、治疗

室、药房、公共卫生室等 

B档：符合 C并设置检查室、健康教育区，提供配送中药服务 

A档：符合 B并设置检验室、心电图室、康复室、中医服务区等 

设备配置 C 档：配置与诊疗科目相应和出诊所需的相应设备，包括诊疗

床、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血糖仪、出诊箱、急救箱，必要

的消毒灭菌设施、药品柜等医疗设备 

B 档：符合 C 并配备观片车、治疗推车、清创缝合包、针灸器

具、火罐、供养设备等 

A档：血分析仪、自动生化仪、康复设备、理疗设备、AED等 

数据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证券研究所 

 

1.2 资金来源充沛，保障新基建建设 
医疗新基建规模大、对应资金需求必然巨大，“中央+地方”资金来源充沛，保障基建建设。一

般情况下，医院建设的投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国家投入、地方财政支出、医院自筹资金。受疫情

影响、医院近两年诊疗量有所下滑，自筹资金比例或有所降低，预计本轮医疗新基建以“中央+

地方”投入为主。 

抗疫支出可控，后续资金重点或将转向医疗新基建，全面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另外不得不提

的是，此次新冠疫情带来的防控、疫苗、检测等抗疫支出，均由财政和医保基金买单，从整体金

额来看、相对于目前财政收入和医保基金结余来看，仍处于可负担范围内，2019-2021 年连续三

年医保收入复合增速大于支出增速，医保基金结余增速也高于整体支出增速，截至 2021年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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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保基金总结余 3.6 万亿元，处于历史高位。后续财政重点尤其是地方财政将转向医疗新基建

投入中。 

表 3：国内抗疫支出盘点 

支出项目 对应花费 

疫情防控经费 各级财政投入：约 4000亿（2020年） 

疫苗接种费用 医保支出：约 1200亿 

合计 约 5200亿 

数据来源：国家医保局、央视新闻等，东方证券研究所 

 

从国家投入来看，2021年中央下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为 653.9亿元，呈逐年提升趋势。

2022年，中央已提前下达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 588.5亿元，按照之前两年提前下达占全

年下达比例估计，2022年全年预计下达 707亿元，同比+8.08%，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图 6：中央下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亿元） 

 

数据来源：财政部，东方证券研究所 

 

从地方投入来看，2020 年以来各地方政府陆续发行医疗卫生专项债券投入医疗新基建，2022 年

初以来广东、河南、河北、山东等省市陆续发布高额专项债支持相关医疗卫生项目建设。 

表 4：部分地方政府医疗相关专项债券 

时间 地区 用途 金额 

2020年 2月 青海 用于 3 个医院建设相关项目 2亿 

2020年 2月 天津 共四期医疗卫生专项债券，用于 7 项医院建设项目 27亿 

2020年 5月 云南 共三期医疗卫生专项债券，用于 73 个医院建设相关项目 112亿 

2020年 5月 海南 共两期医疗卫生专项债券，用于 17 个公共医疗卫生相关项目 17亿 

2020年 5月 江西 用于 59 个公共医疗卫生相关项目 57亿 

2020年 5月 辽宁 共三期医疗卫生专项债券，用于 12 个医院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2亿 

2020年 5月 山东 山东省共发行公共卫生领域专项债券 141.4 元，支持全省 148 个医疗卫生项目建

设，提升基层公共卫生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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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8月 湖北 落实资金用于 322 个项目开工，加快推进公共卫生体系补短板。 542亿 

2021年 5月 安徽 用于 35 个医疗卫生相关项目 26亿 

2021年 8月 山西 主要用于省级公立医院基础设施建设 约 4亿 

2021年 12月 广西 用于支持广西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创新医防协同机制，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138亿 

2022年 1月 广东 支持 246 个卫生健康项目 225亿 

2022年 1月 河南 支持 27个医疗卫生项目 约 26亿 

2022年 2月 河南 支持 16个医疗卫生项目 约 20亿 

2022年 2月 河北 支持 17个医疗卫生项目 约 11亿 

2022年 3月 河南 支持 13个医疗卫生项目 约 15亿 

2022年 3月 河北 支持 21个医疗卫生项目 约 44亿 

2022年 4月 河南 支持 29个医疗卫生项目 约 19亿 

2022年 4月 河南 支持 18个医疗卫生项目 约 42亿 

2022年 4月 河北 支持 2个医疗卫生项目 1.01亿 

2022年 4月 山东 支持 14家省部属医疗卫生机构 22.3亿 

数据来源：各地方财政部，东方证券研究所 

 

另外，在稳增长趋势下，2022 年以来专项债发布攀升，此前财政部已向省级财政部门下达了

2022 年提前批专项债额度，提前批一般债额度也一并下达。按照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

2022 年可提前下达的专项债最高额度为 2.19 万亿元，是近几年来最高的，今年的专项债额度可

能会高于 2021年的 3.65万亿元。同时，为了加强疫情冲击下的医疗和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医疗

卫生相关的专项债规模也持续处于高位，为医疗新基建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 

一般情况下，专项债资金是医疗和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的前置指标，资金到位后开始项目建设，项

目建设一般持续 2-3年。2020-2022年以来相关专项债发行一直处于高位，2022年至今医疗卫生

专项债项目已达到 3582个、金额高达 14730亿元，超过 2020和 2021年全年水平，为后续项目

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图 7：第三方统计的医疗卫生相关专项债项目个数（截至

2022/7/13） 

 图 8：第三方统计的医疗卫生相关专项债金额（截至

2022/7/13） 

 

 

 
数据来源：企业预警通，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企业预警通，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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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地方财政以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发行医疗卫生相关 PPP项目，进一步补充了相关资金

来源。以广东省为例，2021 年广东省已纳入全国 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管理库的项

目 560个，总投资额达 6534亿元，其中医疗卫生项目大概有 11个。 

表 5：部分医疗卫生 PPP 项目 

发布时间 项目 所处阶段 项目总投资 

2021年 1月 青秀区医疗卫生提升 PPP项目 执行阶段 1.94亿 

2021年 1月 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中医医院门急诊及康复楼建设项目 采购阶段 8亿 

2021年 2月 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医疗卫生体系提质升级 PPP项目 采购阶段 12.2亿 

2021年 4月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医疗能力提质增效 PPP 项目 执行阶段 2.6亿 

2021年 6月 朔州市大医院医疗设施设备 PPP项目 采购阶段 6.36亿 

2021年 7月 辽宁省鞍山市岫岩县中心人民医院整体提升改造 PPP项目 采购阶段 1.47亿 

2021年 9月 山西省晋城市高平市人民医院 PPP项目 采购阶段 9.72亿 

2021年 12月 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医疗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采购阶段 4.8亿 

2021年 12月 辽宁省本溪市铁路医院改扩建项目 采购阶段 1.06亿 

2022年 1月 山西省阳泉市中心医院建设 PPP项目 采购阶段 20.9亿 

数据来源：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东方证券研究所 

 

1.3 医疗卫生项目建设订单显现，相关人才培养也在路上 
进入“十四五规划”时期后，医疗新基建建设如火如荼，2019年新冠疫情加速了其建设进度。资

金到位后，从整体医疗卫生项目建设周期来看，土建工程往往是执行过程中的第一步，从中国建

筑披露的房建工程新签合同额来看，2020 年开始医疗卫生设施类订单持续增长，2021 年全年医

疗建筑类新签合同额达到 2044亿元，同比+64%。 

图 9：中国建筑医疗设施类房建项目新签合同额（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建筑官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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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金-在建工程-完工-医疗设施传导链来看，国内在建医疗工程完工量保持快速增长趋势。2021

年中国在建医疗工程完工量为 4576 个，同比+82.38%。根据奥维云网地产大数据监测预测，

2022年预计拟在建医疗工程完工项目数量超过 6000个，同比+31.8%。 

从医疗机构数量来看，截至 2021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到 103.09 万个，比去年同期增加

8013个。其中，医院增速更快，尤其是三级医院增长提速，2021年三甲医院数量达到 3.2千个，

同比增长超过 10%。 

图 10：国内拟在建医疗工程完工量及增速  图 11：国内按等级划分医院数量（千个） 

 

 

 

数据来源：AVC，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国家卫健委、弗若斯特沙利文，东方证券研究所 

 

另一方面，相关医护人员和人才培养是医疗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基石。2021年末全国卫生技术

人员数量达到 1124万人，同比+6.3%，近几年呈持续增长趋势，人员配置日益完善，但仍有不足。

2022年 5月，柳叶刀杂志发布一项研究显示，全球医疗卫生工作者人数仍然严重短缺，以全民健

康覆盖 UHC 指标来看，国内差距仍然较大，人员工作效率、护/医比例、学历层次、基层医护人

员数量等诸多方面仍存在不足。 

同时，十四五期间国内将积极推进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2022年 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

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切实建设用实人才平台、实施人才项目、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推动我国

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实现跨越式发展。 

图 12：中国卫生技术人员人数（万人）  图 13：全球部分国家全民健康覆盖情况（2019 年，%） 

 

 

 
数据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柳叶刀，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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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疗新基建撬动产业链空间不断打开 

从投资角度来看，医疗新基建主要包括新建医院、老院扩改建、基层卫生机构改扩建等。 

医院建设项目不同于一般公共建筑项目，除了传统的大楼建设规划设计、土建工程、装饰装修工

程，工程费中还包括了医疗净化工程、医用气体工程、物流传输工程、磁屏蔽防辐射工程、标识

系统、门诊排队叫号系统、护理呼应信号系统、远程医疗系统、婴儿防盗系统等十余个医疗专业

的单位工程费；机电安装工程增加了视频示教、应急响应、医院后勤数字化管理集成平台等二十

余个系统的单位工程费；还增加了手术室、ICU、消毒供应中心、动物及中心实验室、太平间、

医疗垃圾处理函、污水处理站等医疗功能建筑的工程费用。 

图 14：医院建设主要环节及资金投入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公开信息整理，东方证券研究所 

 

从上文可以得出，国内土建环节的订单已经初步显现，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后续将逐步带动医

疗专项工程、医疗设备、医疗信息化相关需求增长，产业链空间将不断打开。 

 

2.1 医疗专项工程 ：受益新建医院，景气度攀升 
医疗专项工程包括医用气体安装工程、污水处理安装工程、净化工程、实验室固定家具、灯塔床

设备、纯水系统、防辐射安装等相关工程，是医院建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一般在土建工程、

装修装饰工程之后，涉及项目金额较大，一般通过项目招标方式确定施工厂商。 

以净化工程为例，医院净化系统主要利用洁净技术取代传统的紫外线、抗生素等消毒方法，实现

对沉降菌浓度、浮游菌浓度、含尘浓度、压差、风速和风量、温度、相对湿度等主要指标的全程

定量化过程控制，取代了之前依靠消毒液、紫外线灯等传统方式来控制院内感染，维持医疗空间

持续、稳定的洁净度，已成为医院建设中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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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净化系统的主要应用场景包括手术室、ICU、消毒供应中心、医学实验室、生殖助孕中心、

层流病房、静配中心、负压隔离病房等，并根据不用应用场景设定不用的洁净度等级，其中涉及

多个控制指标，包括洁净度、细菌浓度、静压差、气流控制、温湿度控制、新风量、排风处理、

噪声指标、医用气体等，对技术创新、设计服务、项目实施等要求高，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较高

的竞争壁垒。 

图 15：医疗净化工程图示 

 
数据来源：华康医疗招股书，东方证券研究所 

 

从市场规模来看，以医疗净化系统中占比最高和最活跃的两个科室洁净手术部、ICU 为例，2018

年新建医院中所需的洁净手术室和 ICU 市场规模达到 110.7亿元，需求较为稳定。同时，存量洁

净手术室工程存在改建需求，尤其是早期医院建设中存在设计、验收等不符合标准的地方，根据

测算，预计 2020-2024年每年洁净手术室改建市场规模为 53亿元，空间更为广阔。 

图 16：新增医院洁净手术室和 ICU 市场规模（亿元）  图 17：存量改建洁净手术室市场规模（亿元） 

 

 

 

数据来源：华康医疗招股书，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华康医疗招股书，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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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以来，卫健委明确规定二级以上医院要设“感染病区”作为辅助，但现有医疗体系缺少重

大传染病疫情与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应急处理场所和设施，如负压病房、疑似传染患者隔离室、

观察严重短缺等。而从医疗净化行业内主要竞争企业中标情况来看，医疗净化项目遍及全国各省

市，但以东部、南部、中部的部分省份居多，其中安徽、湖北、广东、江苏、云南、山东、浙江

7 个省份合计占比达到 57.2%，区域分布严重不均。新冠疫情也充分暴露了相关问题，医疗专业

工程建设处于加速环节。 

同时，医疗新基建以提高整体医疗质量为宗旨，新建医院和老院扩改建对医疗净化系统的需求更

为旺盛，相关市场空间进一步打开。 

 

2.2 医疗器械：受益于医疗质量提升，全面加速放量 
目前国内医疗机构通过新建、改建、扩建等方式增加卫生资源的供应，医疗机构项目完成后必然

需要配置相关的医疗设备及器械产品，带动国内医疗器械市场加速放量。 

一方面，从新建医院来看，不同等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需要配备基本的医疗设备，相对来说等

级医院端的设备需求更大，对于基本的监护设备、医学影像设备、体外诊断设备等需求旺盛，相

关产业链有望受益。 

此外，方舱医院建设为医疗设备采购带来新的需求增量。2022年 7月 13日，国家卫健委公布了

《方舱医院装备配置指南》，明确装备配置主要包括：基本医疗装置、部分必要的非要装备，包

括车载 CT、心电监护仪/多参数监护仪、中心监护系统、心电图机、无创呼吸机、除颤监护仪等

76 种医疗设备，并做好相关医用耗材的储备。此前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的《方舱医院设

置管理规范》要求，每个省至少准备 2-3家方舱医院，人口规模超过 800万的城市至少设置 2000

张床位的方舱医院，全国大批方舱医院正在建设路上。 

表 6：等级医院官方版医疗设备配置标准 

医院 设备配置标准 

二级综合医院 与二级医院服务功能相匹配，能够满足临床诊治疾病及开展医疗技术等服务需求的设备，包括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血气分析仪、生物安全柜、快速冰冻切片机、病理石

蜡切片机等，彩超、CT（16 排以上）、数字 X 线（DR、CR）、数字胃肠透视机、移动式 C 臂数

字减影血管造影机、甲状腺功能测定仪等，可配置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和核磁共振。 

三级综合医院 具有与三级医疗服务功能相匹配，能够满足临床诊疾病及开展医疗技术等服务需求的设备，包括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彩超（二维、三维、四维）、CT（64 排及以

上）、数字 X 线（DR、CR）、磁共振成像（MRI，1.5T 及以上）、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

数字胃肠透视机、乳腺 X 光机、胃肠 X 光机、移动式 C 臂数字造影血管造影机、甲状腺功能测定

仪、骨密度仪、碳呼吸实验设备及放射免疫分析仪等。 

方舱医院 建议清单：心电监护仪/多参数监护仪、心电图机、输液泵、无创呼吸机、AED、血氧饱和度仪、电

子血压计、治疗车、雾化机、荧光定量 PCR 仪（96 孔）、特定蛋白分析仪、全自动尿沉渣分析

仪、全自动急诊生化分析仪、方舱 CT、车载 CT、96孔板离心机、PCR8联管离心机等。 

数据来源：医疗器械经销商联盟，东方证券研究所 

 

表 7：主要省市建设方舱医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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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时间 要求 

河南 2022/5/19 耗资 1.35医院建设永久性方舱 

江西 2022/5/16 按照“1+11”原则大力推进省级和 11 个区市建设“永久性方舱医

院”，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平急转换型方舱医院”和“依托型

方舱医院” 

北京 2022/4/30 本着“预防为先、做足准备”原则，着手准备方舱医院储备建设工

作，现已经完成 4000张床位的改建储备任务。 

吉林 2022/4/22 第四方舱医院计划成为吉林市永久方舱 

江苏 2022/4/11 南京在江北新区、建业、江宁、溧水启动建设 4家市区两级方舱医

院 

广东 2022/4/10 广州琶洲国家会展中心的广州新方舱医院正在建设中，超 3000 个

床位预计一周内完工 

浙江 2022/4/9 宁波、绍兴、金华、温州、杭州方舱医院已建设完成，床位数超过

10000张 

山西 2022/4/6 太原市晋阳湖国际会议中心、康宁医院两所方舱医院正在加速建设 

数据来源：医疗器械经销商联盟，东方证券研究所 

 

另一方面，国内人均医疗设备保有量仍然较低，尤其是基层医疗设备配置严重不足。2018年，日

本、美国每百万人 MR保有量分别约为 55.2台和 40.4台，同期国内仅有 9.7台。2019年中国每

百万人 CT保有量约为 18.2台，仅为美国每百万人 CT保有量的约三分之一，而 PET-CT保有量

更低，2020 年中国每百万人 PET/CT 保有量仅为 0.61 台，远不及发达国家水平，同期美国、澳

大利亚、比利时分别为 5.73台/3.70台/2.86台，仍具有较大的成长空间。 

图 18：MR 人均保有量对比（2018）  图 19：PET-CT 人均保有量对比（2020） 

 

 

 

数据来源：联影医疗招股书，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联影医疗招股书，东方证券研究所 

 

前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分工和服务能力标准不够明确，基层医疗服务水平亟待提升。2022年 7月

20日，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标准（2022版）等 3项

服务能力标准，即《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标准（2022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标准

（2022 版）》和《村卫生室服务能力标准（2022 版）》，进一步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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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院、村卫生室做了具体分工，明确考核内容和标准，并对基层医疗机构设备的配置提出了最低

要求。基层医疗机构数量众多，有望带动相关医疗设备产业链需求。 

例如，《村卫生室服务能力标准（2022版）》提出，C档配备与诊疗科目相应和出诊所需的相应

设备，包括诊疗床、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血糖仪、出诊箱、急救箱，必要的消毒灭菌设施、

药品柜等医疗设备；B 档符合 C 并配备观片车、治疗推车、清创缝合包、针灸器具、火罐、供养

设备等；A档符合 B并配备血分析仪、自动生化仪、康复设备、理疗设备、AED等。乡镇卫生室

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除了《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要求的设备外，须配备中医药服务设备、DR、彩

超、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胃镜或 CT等设备。 

 

2.3 医疗信息化：智慧药房助力诊疗水平全面提升 
近年来国家推动建设“智慧医院”，医院内部的智能化、信息化建设成为重要环节。医院信息系

统（HIS）广泛发展和应用，降低了医院运营成本、提升了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同样在设备端

相关医疗物资智能化设备也获得了快速发展，如智能化药房、智能化静配中心、智能化药品耗材

管理设备等，助力提升医院整体的智能化、信息化管理水平。 

医疗卫生机构的增加势必会增加对智慧药房相关产品的需求。2021年 5月，国家卫健委发布《关

于进一步完善预约诊疗制度加强智慧医院建设的通知》，提出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医疗服务新

模式，要创新发展智慧医院、互联网医院，最终实现建设智慧医院，应用互联网等新技术，实现

配药发药、内部物流、患者安全管理等信息化、智能化。 

目前国内医院智慧药房渗透率较低，截至 2018 年末我国门诊药房自动化设备的渗透率整体约为

20.00%，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而配备智能化药房的医院主要为经济发达城市的医

院，主要集中在三级优质医院，未来在地区渗透及医院级别渗透上仍有较大空间。 

受益于医疗新基建，我国医疗机构数量将快速提升，结合不断提高的智能化药房渗透率，国内医

院智慧药房潜在空间巨大。随着医改政策不断落地，医疗机构更加追求以精益化运营为目标，以

信息化和自动化为手段，实现整个医疗系统全闭环智能化管理，智能化药房是重要的实现手段，

渗透率有望不断提升。同时，医疗新基建着重三级医院建设，在各级医院之中，三级医院对智慧

药房需求最为刚性，且客单价最高，有利于智慧药房空间持续增长。 

表 8：国内医院智慧药房空间测算 

 2020 2021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三级医院（千） 2.9 3.2 3.5 3.8 4.1 4.5 

(基于弗若斯特沙利文与医疗新基建预测) (22-25年 CAGR 9.0%) 

智能化药房渗透

率 
40% 42% 45% 48% 52% 55% 

智能化药房需求

量（千套） 
1.2 1.3 1.6 1.8 2.1 2.5 

 

二级医院（千） 10.1 10.8 11.4 12.1 12.8 13.5 

(基于弗若斯特沙利文与医疗新基建预测) (22-25年 CAGR 5.7%) 

智能化药房渗透

率 
8% 10% 12% 14% 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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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药房需求

量（千套） 
0.8 1.1 1.4 1.7 2.0 2.4 

 

一级医院（千） 11.8 12.6 13.6 14.7 15.9 17.1 

(基于弗若斯特沙利文与医疗新基建预测) (22-25年 CAGR 8.0%) 

智能化药房渗透

率 
5% 6% 7% 8% 9% 10% 

智能化药房需求

量（千套） 
0.6 0.8 1.0 1.2 1.4 1.7 

假设单套智能化药房设备单价 200万 

潜在需求空间

（亿元） 
51.2 63.6 77.9 93.9 112.2 132.3 

每年新增空间

（亿元） 
 12.4 14.3 16.0 18.3 20.1 

数据来源：卫健委、弗若斯特沙利文，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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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议关注相关产业链投资标的 

“十四五”期间医疗新基建将会是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的主旋律，加快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提高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与保障能力。前期中央+地

方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从整个建设环节来看，国内土建环节的订单已经初

步显现，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后续将逐步带动医疗专项工程、医疗设备、医疗信息化相关需求

增长，产业链空间将不断打开。 

建议关注相关领域优质龙头企业，如医疗设备龙头迈瑞医疗、自动化药房龙头健麾信息、净化工

程绝对龙头华康医疗、超声内镜国内龙头开立医疗、数字化 X射线成像设备（DR）等医学影像厂

商万东医学、自动化药房优秀企业艾隆科技、内镜领域优秀企业海泰新光、澳华内镜等。 

 

3.1 迈瑞医疗  
公司是国内综合性医疗器械龙头企业，拥有同行业中最全的产品线，为下游医疗机构提供一站式

整体解决方案，充分满足临床需求。公司主要产品覆盖生命信息与支持、体外诊断、医学影像三

大领域，另外重点布局细分赛道，包括微创外科设备、兽用医疗器械、骨科等业务。 

受益于医疗新基建带来的整体医疗器械需求量大幅提升，公司三大基本业务领域发展持续向好，

其中多个产品实现国内乃至全球的领先水平。同时公司布局“瑞智联”、“瑞影云”、“瑞智检”

等院内智能化解决方案，一般情况下公司整体解决方案配合相关医疗设备产品打包入院，在国内

新基建浪潮下，智能化三瑞系统有利于获得更多订单，不断提高院内竞争的护城河。 

公司作为国内医疗器械行业的绝对龙头，在技术研发、产品性能、质量把控、精密制造、营销及

客户拓展方面已建立起优势壁垒，不断推陈出新拥抱行业发展，长期发展值得期待。 

表 9：迈瑞医疗主要产品情况 

产品类型 代表型号 主要用途 

生命信息与支持   

监护仪 重症监护 BeneVision 系列、亚重症监护

ePM系列、常规监护 uMEC系列、中央监

护 Hypervisor系列、查房/分针 VS系列等 

监测病人生理参数，对异常情况发出警报的装置或系

统 

呼吸机 SV系列、小儿呼吸机 NB系列等 辅助病人呼吸 

麻醉机 A系列、WATO系列、V60等 全身麻醉、供氧及辅助或控制呼吸 

心电与除颤 BeneHeart D除颤系列、AED系列等 通过电极将电脉冲施加于患者的皮肤或者暴露的心

脏，进行除颤 

手术灯、吊塔吊桥、手术

床、输液泵等 

HyLED 系列灯、HyPort 系列吊塔吊桥、

HyBasex系列手术床、Benefusion系列输

液泵/注射泵等 

用于患者手术、术后恢复、输液、临床监护等 

体外诊断   

血液细胞检测系统 太行血液分析流水线、五分类血液细胞分

析仪、全自动细胞形态学分析仪等 

检测血液标本，对血液中血细胞等有形成分进行定量

分析 

生化分析检测系统 天河生化免疫分析流水线、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等 

采用光电比色原理来测定体液中某种特定化学成分的

仪器，主要进行酶类、脂类、蛋白和非蛋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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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发光免疫检测系统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CL-8000i、

CL-2000i、CL-1000i、CL-900i等 

结合化学发光技术与高特异性的免疫反应，对体液中

各种微量活性物质进行精确定量分析 

凝血分析仪 Ex系列、C系列等 对血栓和止血形成因子及标志物检测，辅助临床出血

及血栓检测 

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 0H50等 高效液相色谱法、对血液中糖化血红蛋白检测 

医学影像   

台式彩超 Resona R9、昆仑 Resona I9、DC-90等 利用超声多普勒技术和超声回波原理，同时具备采集

血流运动、组织运动信息和人体器官组织特性，提供

包括二维、三维灰阶及动态血流信息，医学影像诊断

设备 

便携彩超 Z6、M9、TE7、M7Super等 

黑白超声 DP-5T、DP-30等 

数字 X射线成像 DigiEye680、DigiEye280、MobiEye700 利用X射线穿透人体组织后呈现不用程度衰减还原器

官信息 

其他细分赛道   

骨科 创伤类：接骨板、髓内钉、空心钉等；脊

椎类：颈椎、胸腰椎等；关节：髋关节、

膝关节等 

 对骨科患者提供创伤修复、脊椎固定、人工关节置

换等产品 

微创外科 HyPixel R1 4K内窥镜荧光摄像系统等硬镜

系统、内窥镜手术相关器械 

脏器病灶显影、微创手术等 

动物医疗 超声影像、麻醉机、监护仪、生化检测等

系列产品 

满足动物实验室、宠物医院及诊所检测、疾病诊断、

手术等辅助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20：迈瑞医疗营业收入情况  图 21：迈瑞医疗归母净利润情况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3.2 健麾信息 
公司是智能化药房管理行业的龙头企业，拥有近 20年技术积淀和项目积累，发展优势显著。截至

目前，公司在大中华区已有 700 多家以三级医院为主的高端用户，业务覆盖 29 个省、市、自治

区，其自动化药房产品在中国一线城市市场占有率超 80%，整体行业市占率达到 30%，位居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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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新基建推动智能化药品管理行业持续扩容，加上存量渗透率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行业发展

前景广阔，公司作为智能化药品管理行业龙头企业有望充分受益于行业获得长足发展。 

公司的产品类型主要包括智慧药房、智能化静配中心及智能化药品耗材管理项目等，应用场景主

要包括医院各科室（例如门急诊及住院药房、药库、静配中心等）、零售药店和医药流通企业药

库等。每个项目产品通常由各类软硬件协同完成，涉及软硬件系统集成技术、数据处理技术、设

备统筹管理技术、自动发药技术、自动补药技术及机器人应用技术等，技术壁垒较高。 

表 10：健麾信息主要产品类型与应用场景 

主要产品 应用场景 主要客户 

智慧药房 直销进入医院等医疗机构、经销给医药流通公司入院、对接医

院 HIS等医疗信息化系统，提高院端整体管理效率 

各级医院及医药流通公司 

智慧药房-零售端 与连锁药房合作、提高药品管理效率、适应 OTO模式等 高济医疗、老百姓、益丰药房等连

锁药房企业、美团等互联网企业 

智能化静配中心 用于各级医院等静脉用药的智能化管理、减少医护人员与毒副

药品接触、提高配液效率等 

各级医院及医药流通公司 

智能化药品耗材管理

项目 

医疗端整体药品、耗材、设备等一体化解决方案，目前主要包

括 ToG项目，如移动医疗车、基层医疗机构智能药品柜等 

各省市政府等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22：健麾信息营业收入情况   图 23：健麾信息归母净利润情况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3.3 华康医疗 
公司是现代化医疗净化系统综合服务商，致力于解决医疗感染问题，并为各类医院提供洁净、安

全、智能的医疗环境，主要产品包括医疗净化系统研发、设计、实施和运维，并涉及相关医疗设

备和医疗耗材的销售。公司医疗净化系统集成业务一般是医院建设过程中必可不少的重要环节，

主要应用于手术部、ICU、消毒供应中心、医学实验室、生殖助孕中心、层流病房、静配中心、

负压隔离病房等特殊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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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华康医疗营业收入情况  图 25：华康医疗归母净利润情况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新冠疫情的肆虐反映了我国对重大传染病收治能力不足的问题，尤其体现在洁净手术部、ICU、

负压隔离病房、消毒供应室等专业医用工程的数量不足，因此，医疗新基建对基础设施建设、专

业工程的投入明显增加，市场需求扩容显著，医疗专项工程项目规模显著扩大。而公司在医疗净

化系统领域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引进并成熟应用精细化管理理念，对项目质量、成本和工期

进行优化管理，成本优势显著，有望受益于行业发展。 

图 26：华康医疗主要工程类产品应用场景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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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开立医疗 
公司是国产医疗器械发展的领军企业，在国内外医疗诊断设备市场建立起较强的竞争优势和领先

的行业地位，尤其在超声、内镜及超声内镜领域已具备较强的品牌影响力及核心竞争力。公司核

心产品超声和内镜均为医院尤其是三级医院的必备设备，有望受益于行业的快速发展。 

公司是国内较早研发并掌握彩超设备和探头核心技术的企业，彩超技术国内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

位，市场表现突出。目前研发生产的超声产品已覆盖高端、中端、低端等多层次用户需求，满足

在全身、妇产及介入等领域的临床应用需求。最新推出重磅彩超 S60和 P60系列产品，凭借优异

的图像质量、简洁的操作流、准确的智能识别、丰富的探头配置、面向多科室的临床解决方案，

获得三甲医院专家的高度认可，尤其在妇产方面的临床表现与进口同档次妇产专用机相比已具备

一定的竞争优势。 

公司作为国产医用内窥镜的领先企业，所产内窥镜包括 HD350、HD400、HD500、HD550、SV-

M2K30、SV-M4K30 等，全面覆盖软镜高、中、低端市场和硬镜市场，并且将硬镜系统与超声系

统相结合，成为目前国内唯一可提供硬镜-超声联合解决方案的厂商，竞争优势显著。 

图 27：开立医疗营业收入情况  图 28：开立医疗归母净利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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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万东医疗 
公司主要聚焦于放射类医学影像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维护，主要产品包括普放（DR、移动

DR、数字胃肠机、乳腺机）、DSA（血管介入治疗系统）、MRI（磁共振成像系统）、CT（计

算机断层成像系统）、超声诊断一起，产品主要用于临床影像学检查和辅助疾病诊断、血管及肿

瘤介入治疗，是医疗机构特定检查和疾病诊断治疗的必备设备。 

公司 DR、移动 DR等普放产品销售保持国内领先地位，DSA、超导 MRI、CT等其他设备保持良

好的增长趋势，据统计，公司常规 DR销量 2021年位居国内市场第一，占比达到 20.11%，移动

DR 销量位居国内市场第二，占比 13.38%。公司仍持续加大新产品、新技术研发投入，并不断加

大市场开拓力度，积极发挥和巩固研发、技术、质量、产品、市场、渠道等多方面优势，充分拥

抱医学影像设备市场快速增长和国产替代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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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万东医疗营业收入情况  图 30：万东医疗归母净利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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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 政策实施不及预期。目前行业高景气发展主要受益于医疗新基建相关政策支持，若政策实施

不及预期，将对行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 疫情反复对资金和项目实施产生不利影响。新冠病毒毒株极易变异、传染性不断增强，若后

续疫情反复影响项目实施或资金情况，将对行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 政府采购加大带来的降价风险。医疗新基建建设高景气由政府政策和资金推动，可能会有控

费需求，采购量增大后对下游议价，可能会有降价风险。 

⚫ 假设条件变化影响测算结果。文中市场空间等测算基于设定的前提假设基础之上，存在假设

条件发生变化导致结果产生偏差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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