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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医疗器械国产化率，寻找产业

链出海新机会  
——医疗产业周报 

 
[Table_Summary] 
医疗新观察： 

 产业观察：近年来，随着国家医疗政策的改革以及国内企业在技术研发及

产业应用方面的不断突破，我国的医疗器械产业正进入黄金发展期。下图

汇总器械产业的国产化率情况。 

 

资料来源：IVD 从业者网，艾瑞咨询，动脉网，华经产业研究，医疗器械经销商联盟等，德邦研究所绘

制（部分数据无具体年份因此提供该数据来源报告的年份，或有出入仅供参考。） 

 风险提示：技术研发不及预期，地缘政治影响，宏观需求变化 

 



                                                                       产业经济点评 
 

 
 

                                                       2 / 6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1. 医药板块行情回顾 

2024 年 1 月 8 日至 2024 年 1 月 12 日，医药生物板块，我们重点关注申万

一级行业医药生物下的 6 个二级行业医疗服务、中药Ⅱ、医药商业、医疗器械、

生物制品与化学制药。市场表现：涨跌幅排名最靠前的两位为医疗服务(申万)

（+0.80%）和医疗器械(申万)（-2.31%），涨跌幅排名后二的为中药Ⅱ(申万)（-

4.00%）和生物制品(申万)（-5.37%）。本周估值水平前两位为化学制药(申万)

（32.21 倍）、医疗服务(申万)（28.69 倍），后两位为生物制品(申万)（23.68 倍）、

医药商业(申万)（17.53 倍）。 

 

图 1：医药板块申万二级行业本周涨跌幅情况  图 2：医药板块申万二级行业本周收盘时估值水平（PE-TTM）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重点关注医药生物中的 wind 三级和申万三级相关指数，市场表现：涨跌幅排

名最靠前的三位为医疗研发外包(申万)（+1.85%）、医院(申万)（-0.06%）、医疗保

健提供商与服务（-1.35%）。估值水平排名前三为医院(申万)（61.62 倍）、制药

（44.84 倍）、生物科技Ⅲ（40.4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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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医药板块三级行业本周涨跌幅情况 

 
 

图 4：医药板块三级行业本周收盘时估值水平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2. 医疗产业热点跟踪 

国家医保局：将进一步支持医保基金向县域内医共体和县域内基层医疗机构

倾斜 

在 1月 12日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司长黄心宇

强调了推进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性。他指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建

设是当前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一项关键任务，能够提升基层卫生服务水平，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便利的医疗服务。 

国家医保局在推动医共体建设过程中明确了四个方面的策略。首先，实行总

额付费，以医共体整体为对象购买高效医疗服务，促进不同级别、类型的医疗机

构间的协同合作。其次，加强监督考核，确保医保基金在医共体内得到规范使用。

第三，落实结余留用政策，激发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最后，明确合理超支分担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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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以保障医疗机构的合理诊疗。这些策略旨在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促进

县域内医疗机构提供更多医疗服务。 

（资料来源：中国网财经）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怎么建? 国家医保局详解 

国家卫健委指导意见发布后，医保部门将对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医保基金

总额付费，旨在促进分级诊疗和推动县域医共体建设。这一举措强调形成内部激

励机制，通过购买更高效的医疗服务来支持医共体内部各级别、类型的医疗机构

协同发展，并在动态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时着重支持乡村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指导意见明确到 2025年底争取全国 90%以上的县基本建成

县域医共体，到 2027年底实现全覆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概念是在县域内建立

一体化的管理和运行机制，将县级医疗机构和基层的乡镇卫生院纳入责任、管理、

服务和利益的共同体，以县带乡、以乡带村，推动医共体内部所有成员单位的协

同联动发展，优化资源整合和下沉。 

为支持医共体建设，国家医保局采取了四项具体措施，包括对医共体实行医

保基金总额付费、加强监督考核、实施结余留用政策和明确合理超支分担的界限。

在推动医疗服务下沉基层的需求下，医保局表示将支持医保基金向县域内医共体

和基层医疗机构倾斜，优化医疗服务价格政策，推动互联网医疗服务向基层延伸。

在绩效考核方面，着重以区域为单位进行医疗服务体系绩效考核，验证医疗资源

的合理布局，减少县三级医院的虹吸效应，促进医疗资源优化配置。 

（资料来源：第一财经） 

 

国家卫健委等 10 部门发布《关于推进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 10 个部门于 2022 年 1 月发布的《关于推进儿童

医疗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旨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现儿童医疗卫

生服务的高质量发展目标。该政策明确了 2025 年和 2035 年的发展目标，包括建

设完善的国家、区域、省、市、县级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升儿科医疗资源配

置和服务均衡性，构建城乡均衡、协同高效的儿童医疗卫生服务网络。 

为实现高质量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政策提出了多方面的措施。其中，建

设高水平儿童医疗服务网络是关键，强化国家和区域医疗中心的引领作用，支持

各级儿童医院和综合医院构成网络，通过医联体优化资源配置。其次，注重提升

儿童重大疾病诊疗和急危重症救治能力，推广多学科诊疗模式，加强远程医疗协

作网，提高儿科医疗资源可及性。此外，强调儿童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的重

要性，促进各类医疗机构心理健康科和心理卫生科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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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优质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方面，政策强调了提升重大疾病诊疗和急危重症

救治能力的必要性。此外，支持儿科领域前沿技术的发展，发挥中医药在保障儿

童健康中的特色优势，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体验。政

策还加强了儿童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提供高质量的儿童疾病预防和健康管

理服务。在现代化儿科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政策着重加强儿科专业人才培养，医

师转岗培训，以及培养储备高层次复合型儿科人才。 

（资料来源：央视网） 

 

风险提示：技术研发不及预期，地缘政治影响，宏观需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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