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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内容提要： 

3月 13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

换新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7 年，工业、医疗等领域设备投资规模

较 2023 年增长 25%以上。 

医疗装备及信息化领域设备更新改造值得关注。方案指出，要加强

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医疗卫生机构装备和信息化

设施迭代升级，鼓励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快医学影像、放射治疗、

远程诊疗、手术机器人等医疗装备更新改造。我们认为此次医疗装

备更新改造叠加持续推进下的医疗新基建，医疗装备及医疗信息化

领域迎来明显利好。以三级医院为代表的医疗机构设备和技术的改

造升级有望带动超声、内窥镜、CT、MR、手术机器人等领域的中高

端需求的提升，促进行业技术迭代加快和国产设备技术升级，同时

智能化和信息化将是升级的一大方向。 

政策保障中强化创新支撑。部分高端医疗设备及上游供应链部分领

域国产化率较低，存有“卡脖子”难题，技术升级迫切，政策保障

中专门提及鼓励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产业化，有望进一步带动

国产设备技术升级和国产替代。 

投资建议：据发改委初步估算，设备更新领域将是一个年规模 5 万

亿以上的市场。目前我国医疗设备市场规模预计在 4000亿元左右，

设备更新相关政策的落地有望为该细分领域增长积极贡献增量，并

带动技术和装备的升级迭代，建议关注以迈瑞医疗、联影医疗、开

立医疗、海泰新光为代表的相关领域龙头公司。  

风险提示：政策落地低于预期；行业招投标进度低于预期；医疗反

腐的持续影响；行业竞争加剧风险；海外市场风险；新产品研发风

险；上市公司业绩增长低于预期；国内外经济形势持续恶化风险；

市场整体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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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3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

提出实施设备更新等四大行动，大力促进先进设备生产应用，推动先进产能比重持

续提升，到 2027 年，工业、医疗等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较 2023 年增长 25%以上。 

近期“设备更新改造”再次被密集提及。2023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

以提高技术、能耗、排放等标准为牵引，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2024 年 2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对此进行专题研究；3 月 1 日，国常会审

议通过了《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3 月 13 日，该方案

正式发布。这是继 2022 年 9 月国常会提出要“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薄弱领域设备更

新改造”及后续央行设立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后，“设备更新改造”再次被密集

提及。 

医疗装备及信息化领域设备更新改造值得关注。方案在“实施设备更新行动”中指出，

要“提升教育文旅医疗设备水平”，加强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医疗

卫生机构装备和信息化设施迭代升级，鼓励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快医学影像、放

射治疗、远程诊疗、手术机器人等医疗装备更新改造。推动医疗机构病房改造提升，

补齐病房环境与设施短板。我们认为此次医疗装备更新改造叠加持续推进下的医疗

新基建，医疗装备及医疗信息化领域迎来明显利好。虽去年 8 月份以来，全国范围

内的医疗反腐集中整治工作对医院端设备招投标的节奏有所影响，但政策的支持方

向是明确的。以三级医院为代表的医疗机构设备和技术的改造升级有望带动超声、

内窥镜、CT、MR、手术机器人等领域的中高端需求的提升，促进行业技术迭代加

快和国产设备技术升级，同时智能化和信息化将是升级的一大方向。 

政策保障中强化创新支撑。方案指出，要聚焦长期困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产业基

础、重大技术装备“卡脖子”难题，积极开展重大技术装备科技攻关。完善创新产

品迭代等机制，加快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部分高端医疗设备及上游供应链部分领

域国产化率较低，存有“卡脖子”难题，技术升级迫切，政策保障中专门提及鼓励

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产业化，有望进一步带动国产设备技术升级和国产替代。 

后续金融配套政策有望陆续出台。方案在“强化政策保障”中指出，要把符合条件

的设备更新项目纳入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资金支持范围，并运用再贷款政策工具，引

导金融机构加强对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支持，中央财政对符合再贷款报销条件的

银行贷款给予一定贴息支持。参考 2022 年人民银行设立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

政策，专项支持金融机构以不高于 3.2%的利率向制造业等设备更新改造提供贷款，

利率 1.75%，期限 1 年，可展期 2 次，发放对象包括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银行、

国有商业银行等 21 家金融机构。后续需进一步跟踪对医疗设备领域的具体支持金

额和力度。 

投资建议：据发改委初步估算，设备更新领域将是一个年规模 5万亿以上的市场。

目前我国医疗设备市场规模预计在 4000 亿元左右，设备更新相关政策的落地有望



 

                                                                                 行业点评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                                                                         3 of 4 

为该细分领域增长积极贡献增量，并带动技术和装备的升级迭代，建议关注以迈瑞

医疗、联影医疗、开立医疗、海泰新光为代表的相关领域龙头公司。  

风险提示：政策落地低于预期；行业招投标进度低于预期；医疗反腐的持续影响；

行业竞争加剧风险；海外市场风险；新产品研发风险；上市公司业绩增长低于预期；

国内外经济形势持续恶化风险；市场整体系统性风险。 

表 1：相关个股估值情况（EPS 单位：元/股；PE 单位：倍；收盘价单位：元）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EPS PE EPS PE 收盘价 

(2023E) (2023E) (2024E) (2024E) 20240314 

300760.SZ 迈瑞医疗 9.59 31.05 11.56 25.76 297.66 

688271.SH 联影医疗 2.40 58.79 3.00 46.98 140.85 

300633.SZ 开立医疗 1.12 36.68 1.45 28.33 41.00 

688677.SH 海泰新光 1.47 36.00 2.00 26.46 52.96 
数据来源：wind、国开证券研究与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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