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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双向驱动，消费医疗稳健增长  
  

——医药生物行业周报（20240415-0419） 
 

[Table_Rating] 增持（维持） 
 

 
 
[Table_Summary] 
➢ 主要观点 

消费医疗市场规模超万亿，可穿戴设备、中药、医美等增速较快  

根据BCG波士顿咨询，2023年中国消费医疗市场规模合计超万亿，其

中非处方药1500-1800亿元，中药保健市场规模2000-3000亿元，家用

医疗设备700-1500亿元，医疗美容2000-2400亿元，营养保健品2000-

2400亿元，功能食品规模为3500-4000亿元，可穿戴设备规模约500亿

元。2017-2023年CAGR增速分别为3%-5%、10%-15%、10%-15%、

10%-15%、 5%-10%、 3%-5%、15%-20%。 

 

供需双向驱动消费医疗持续稳健增长 

需求端和供给端6大因素共同推动消费医疗市场增长。需求端，（1）

政策红利释放。“健康中国2030”健全全民健康制度体系，推进以

“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全方位干预健康影响因

素，包括健康知识普及、合理膳食、全民健身、控烟、心理健康、健

康环境等。维护全生命周期健康，包括妇幼健康、中小学健康、职业

健康、老年健康等。防控重大疾病，如心脑血管防治、癌症防治、慢

性呼吸系统防治、糖尿病防治等。（2）支付能力提升。对标发达国家

经验，中国健康产业支付能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3）人口结构变

化。预计205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达到3.8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

到28%。随着老龄化加速，具有更强经济实力与教育水平的“60后”

步入退休潮，医疗健康迎来旺盛需求。（4）后疫情时代更加关注健

康。后疫情时代，居民的疾病预防意识普遍提升，更加注重日常全面

保健。随着国家加强公共卫生投入，民众对流行性疾病的预防意识提

升，并进一步延伸至其他疾病的早期预防及监测。后疫情时代，大众

日常保健意识提升，关注的不仅仅是治疗与药物，更追求健康的生活

方式，让保养疗愈成为可持续的日常。供给端，（1）创新驱动产品功

效提升。产品转向创新驱动，功效提升且加速迭代，朝着多元化发

展，且更加重视功效提升并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2023年保健食品

备案3632款，同比增长52%，国产保健食品剂型也不断增加。（2）

数字化工具链接消费者。数字化医疗生态布局日臻完善，有效链接健

康消费群体，包括信息科普、远程问诊、线上购药、疾病管理。其中

信息科普通过各类社交平台、搜索引擎等提供保健养生、疾病诊治等

相关信息，渗透率大于60%。 

 

产品力、渠道力、运营提效是消费医疗企业内部发展关键因素 

产品力包括品类规划和技术创新，品类规划需从消费者未满足的需求

出发布局产品组合；技术创新要求产品快速创新来保持竞争力，同时

产品上市周期变短也对企业提出更高要求。渠道力包括患者沟通与服

务和价格管控，患者沟通与服务要围绕患者旅程完成患者教育、转

化、售后服务；价格管控要对不同渠道不同需求进行精细化管理。运

营提效包括营销的有效性、采购降本提质、数字化提升效率，对营

销、原材料成本、中后台运营成本等方面进行全面的优化。建议关注

在产品力、渠道力、运营效率方面已经建立优势的医美龙头爱美客、

华东医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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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QuotePic] 最近一年行业指数与沪深 300 比较  

 
 
 

 

   
[Table_ReportInfo] 相关报告： 

《医保基金合理结余，为创新药械腾挪空

间》 

——2024 年 04 月 13 日 

《胰岛素集采接续启动，中标产品有望享

“量价齐升”》 

——2024 年 04 月 06 日 

《全新机制口服降压药获 FDA 批准上市，

关注心血管药物赛道》 

——2024 年 0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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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建议 

消费医疗市场在供需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预计将保持稳健增长，其

中中药、医美、穿戴设备等细分赛道有望更快增长。建议关注医美龙

头爱美客、华东医药等。   
[Table_RiskWarning] 
◼ 风险提示 

药品/耗材降价风险；行业政策变动风险等；市场竞争加剧风险等。   



行业周报 

 

 

   

分析师声明 

作者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以勤勉尽责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

出具本报告，并保证报告采用的信息均来自合规渠道，力求清晰、准确地反映作者的研究观点，结论不受任何第三

方的授意或影响。此外，作者薪酬的任何部分不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公司业务资格说明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投资评级体系与评级定义 

股票投资评级： 分析师给出下列评级中的其中一项代表其根据公司基本面及（或）估值预期以报告日起 6 个月

内公司股价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表现的看法。 

 买入 股价表现将强于基准指数 20%以上 

 增持 股价表现将强于基准指数 5-20% 

 中性 股价表现将介于基准指数±5%之间 

 减持 股价表现将弱于基准指数 5%以上 

 
无评级 由于我们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

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我们无法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行业投资评级： 分析师给出下列评级中的其中一项代表其根据行业历史基本面及（或）估值对所研究行业以报

告日起 12 个月内的基本面和行业指数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表现的看法。 

 增持 行业基本面看好，相对表现优于同期基准指数 

 中性 行业基本面稳定，相对表现与同期基准指数持平 

 减持 行业基本面看淡，相对表现弱于同期基准指数 

相关证券市场基准指数说明：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港股市场以恒生指数为基准；美股市场以标普 500

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基准。 

投资评级说明： 

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投资者应区分不同机构在相同评级名称下的定义差异。本评级

体系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投资者买卖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投资者应阅读整篇报告，以获取比较

完整的观点与信息，投资者不应以分析师的投资评级取代个人的分析与判断。 

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供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

户。 

本报告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未经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

何形式的发布、复制、引用或转载。如经过本公司同意引用、刊发的，须注明出处为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研究

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或其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或期权并进行交易，也可能

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多种金融服务。 

本报告的信息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本公司对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所载的资

料、意见和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或投资收入可

升可跌。过往表现不应作为日后的表现依据。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或推测不一致的

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保持在最新状态。同时，本公司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

出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 

本报告中的内容和意见仅供参考，并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本公司员工或关联机构不

承诺投资者一定获利，不与投资者分享投资收益，也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

责，投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本公司员工或关联机构无关。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投资者不应将本报告作为投资决策的唯一参考因素，也不应当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自己的

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