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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助推 ICU 建设提速，器械巨头加码

重症监护赛道 
  

——医药生物行业周报（20240603-0607） 
 

[Table_Rating] 增持（维持） 
 

 
 
[Table_Summary] 
◼ 主要观点 

重症监护业务发展前景颇受青睐，两大器械巨头达成收购协议。据
RTTNews，6月 3日，碧迪医疗（BDX）宣布以 42亿美元现金收购爱
德华生命科学（EW）的重症监护业务，该笔交易预计将在年底前完
成。EW 的重症监护业务拥有约 4500 名员工，2023 年收入超 9 亿美
元；其开创了血流动力学监测这一领域，该解决方案目前在全球超过1
万家医院中应用。BD 全球董事会主席 CEO 兼总裁 Tom Polen 表示：
“重症监护业务凭借其不断增长的领先监测技术、先进的人工智能临
床决策工具和强大的创新渠道，扩展了BD的智能互联护理解决方案组
合，补充了BD为手术室和重症监护室服务的现有技术。我们相信，通
过BD广泛的全球足迹、对新的和现有的医院客户的渗透率提高、数据
集和平台的新创新机会以及BD卓越操作系统的应用，这一组合开启了
多种新的增长和价值创造途径。预计该交易将立即促进所有关键的财
务指标，并带来强劲的回报。” 
乘政策东风，我国重症监护市场有望扩容。据 QYResearch 预计，
2027 年我国重症监护市场规模可达 16.37 亿美元，2021-2027 年 
CAGR 为 7.41%；目前竞争厂商包括迈瑞、GE、Philips、Dragerwerk
及科曼医疗等，2020 年 Top 5 厂商份额占比超 62.41%。5 月 6 日，国
家卫健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重症医学医疗服务能力建设的
意见》，明确：“到 2025年末，全国重症医学床位达到 15张/10万人，
可转换重症医学床位达到 10 张/10 万人，相关医疗机构综合 ICU 床医
比达到 1:0.8，床护比达到 1:3；到 2027年末，全国重症医学床位达到
18 张/10 万人，可转换重症医学床位达到 12 张/10 万人，重症医学医
疗服务资源有效扩容，区域布局更加均衡，专科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当前，国内人均 ICU 床位数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专
科 ICU 病房建设方兴未艾，未来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医疗新基建+设备更新”双重利好，迈瑞有望显著受益。据迈瑞披露
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公司能够提供相对完整的 ICU 产品解决方
案，产品竞争力已达世界一流水平，产线加速渗透高端客户群，在美
英法、西班牙等国家进入了更多高端医院。公司推出的“瑞智联”IT
解决方案能够帮助医院实现一系列重症设备的互联互通，对于提升设
备的使用效率、实现远程诊疗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2023 年 8 月以来
的医疗领域整顿行动导致国内招投标活动推迟，同时医疗专项债在
2023Q4发行暂缓也影响了部分医疗新基建项目的推进，使得迈瑞生命
信息与支持产线 23 年下半年增长趋弱。虽然招标采购被推迟，但采购
需求量本身并未受到影响，随着 24 年整顿行动进入常态化，被推迟的
采购项目预计都将逐渐启动；据公司统计，从可及市场角度来看，截
至 23 年底国内医疗新基建待释放的市场空间仍超过 200 亿元，预计未
来两年对该产线的增长将会带来积极贡献。我们认为迈瑞作为国内重
症监护领域龙头，有望充分享受政策带来的市场增量。   
◼ 投资建议 

国内医疗新基建和设备更新项目的机会利好重症监护赛道扩容，建议

关注迈瑞医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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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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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ReportInfo] 相关报告： 

《康方 AK112 头对头“药王”K 药成功，获

批上市放量可期》 

——2024 年 06 月 01 日 

《集采提质扩面，省级集采有望升级；上

海 12 项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 

——2024 年 05 月 26 日 

《美沃斯大会落幕，关注医美新趋势》 

——2024 年 0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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