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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生物  

 
以旧换新政策推动医疗设备需求持续提升  

 

➢ 中国医疗基础设施建设仍有较大缺口 

目前中国医疗基础设施跟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差距，如中国每十万人 ICU 床

位 12.8 张，远低于德国的 38.7张和美国的 29.4张。未来加大医疗基础设

施建设投入仍是发展主题。2024 年以来，《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和《关于加强重症医学医疗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政

策陆续发布，有望推动医疗设备需求持续提升。 

➢ 以旧换新政策有望为医疗设备带来约 1500 亿元增量市场 

复盘 2022 年设备更新改造计划执行情况，2022 年 9 月，国家宣布将发放

1.7 万亿元贴息贷款和 2000 亿元以上的专项再贷款支持设备更新改造。2

个月后各地采购活动持续落地。第 3 个月达到采购高峰，整体采购周期大

概维持 6 个月。因此，我们认为本轮医疗设备采购有望在今年 8-9 月份迎

来采购高峰。同时我们测算，以旧换新政策中分配到医疗设备的增量资金

约 1500 亿元。 

➢ ICU 新建有望为医疗设备提供约 878 亿元市场 

根据 2022 年国家卫健委数据，中国 ICU 床位数为 12.8 张/10 万人、可转

换 ICU 床位数为 7.5 张/10 万人。意见中提到，2025、2027 年将分别达到

15 张、18 张/10 万人和 10 张、12 张/10 万人。我们测算，ICU 建设短期

内（截至 2025 年）可为医疗设备提供增量市场 387 亿元，中期（截至 2027

年）达 878 亿元，其中 ICU 设备可分别贡献 265 亿、589 亿元。 

➢ 投资建议：建议关注医疗设备更新品类细分龙头公司 

建议关注医疗设备更新，包括医学影像、医疗信息化等，同时新建 ICU 也

为 ICU 设备（包括监护仪、呼吸机等）、内镜等产品带来增量市场，建议关

注各细分品类龙头公司，如迈瑞医疗、联影医疗、澳华内镜、奕瑞科技等。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进度不及预期；项目经费落地不及预期；ICU建设推动

不及预期，市场空间测算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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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医疗设施建设仍有较大缺口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加大卫生投入，卫生总费用占 GDP比例由 1980年的

3%增长至 2022年的 7%，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对优质医疗资源的需求愈加强

烈。目前中国 ICU床位数、基层医疗设备配置跟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差距，未来加大

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仍是发展主题。 

1.1 ICU 床位和基层医疗设备配置仍存短板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作为刚性需求的医疗投入持续增加。从

1980 到 2022 年，卫生总费用占 GDP 的比例由 3%增长到 7%，政府、社会和个人在医

疗领域的投入都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 

图表1：1978-2022 年中国 GDP 和卫生费用（元）变化 

 
图表2：1978-2022 年中国卫生总费用结构及比值（%）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对比来看现阶段中国医疗资源不多且不优，医疗资源建设任重而道远。改革开

放后的卫生投入使中国人均床位数也迎来快速增长，2000-2019年千人床位就增加了

近 2 倍，虽已超过美国，但距离德国、日本、韩国仍有差距，同时以 ICU床位为代表

的优质医疗资源仍然紧缺，2022 年中国每十万人 ICU 床位 12.8 张，远低于德国的

38.7张（2020年）和美国的 29.4 张（2020年）。 

图表3：2000-2020 各国每千人医院床位数变化 

 
图表4：各国每十万人 ICU 床位对比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WorldAtlas，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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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疗机构设备配置仍存缺口。以广西省为例，根据《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标

准( 2022版)》，其乡镇卫生院基础医疗设备如 CT、胃镜、救护车和呼吸机等仍有较

大缺口。基层医疗机构设备配置完善是推动分级诊疗的必要条件，未来有望持续获得

改善。 

图表5：2022 年广西乡镇卫生院医疗设备配置现状 

 
资料来源：《2022年广西乡镇卫生院医疗设备配备现状》，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1.2 复盘 2022 年设备更新改造情况 

2022 年 9 月，国务院宣布将发放 1.7 万亿贴息贷款支持设备更新改造，同时央

行宣布设立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额度为 2000 亿元以上。随着资金逐步到位，

2022年 11月陆续看到设备招标采购落地，2022年 12月达到采购高峰，整体采购周

期大概维持 6个月。以 CT、MRI 为主的大型设备采购会有短暂的需求提升期，而监护

仪、呼吸机等金额较小的设备采购需求整体较为平稳。 

图表6：2020-202405 超声设备招投标情况（按金额） 
 

图表7：2020-202405 内窥镜招投标情况（按金额） 

  

资料来源：众成器械，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众成器械，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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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2020-202405 监护仪招投标情况（按金额） 
 

图表9：2020-202405 呼吸机招投标情况（按金额） 

  

资料来源：众成器械，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众成器械，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10：2021-202405CT 设备招投标情况（按金额） 
 

图表11：2020-202405MRI 设备招投标情况（按金额） 

  

资料来源：众成器械，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众成器械，国联证券研究所 

 

2. 政策推动医疗设备需求持续提升 

2024年以来，《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和《关于加强

重症医学医疗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政策陆续发布，有望推动中国医疗设备需求持续

提升。根据我们测算，从财政拨款角度，以旧换新政策中分配到医疗设备的资金约

2300 亿元。从医疗设备配置标准角度，ICU新建能够为医疗设备提供 878亿元市场。 

2.1 医疗设备以旧换新潜在空间超千亿 

2024 年 3 月，国务院发布《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

致力于推动医疗设备迭代和老旧病房改造，对后续以旧换新行动提出指导方案。随后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推动医疗卫生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对更新的设备品

类、资金来源等进行详细规定，同时目前已有 31省市推出相应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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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各省市以旧换新政策发布情况 

发文主体 具体内容 

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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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 

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专项资金，支持医疗卫生机构装备和信息化设施迭代升级以及医疗机构病房改造提

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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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医疗卫生机构供

电、消防、安防等安全保障设施设备更新改造。到 2027 年，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 2 人间和 3 人间病房占比达到 75%以上。 

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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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息化设施更新，到 2027 年力争更

新 24 万台（套）。推动医疗机构开展病房改造，补齐病房环境与设施短板。 

重庆市 

加快更新使用年限达 8 年及以上的医学影像、放射治疗、远程诊疗、检验检测等设备。 

到 2027 年，全市累计更新各类医疗设备 5.35 万台。 

到 2027 年，全市更新信息化设施设备 5.32 万台，2-3 人间病房占比不低于 80%，通用设备数量较 2023 年增长 25%以上。 

湖北省 
实施医疗机构病房改造升级，增加二人间三人间比例，力争到 2027 年，每年更新 CT、核磁共振、DR、彩超、直线加速器等

设备 300 台套，改造病床 10000 个。 

浙江省 

2027 年县级以下医疗卫生机构装备配置达标率达到 100%。 

2027 年力争医疗装备投资规模较 2023 年增长 30%以上。 

到 2027 年 2-3 人间病房比例超过 80%，适度提高以妇产科、儿科、老年科等为重点的单人间病房比例。 

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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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人工智能在医疗卫生服

务领域应用，持续提升高端医疗装备产品性能和质量水平。 

江西省 
推进医疗装备更新改造，加快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设备设施选代升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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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查、重症急救等医疗装备更新改造。推进医院病房改造提升。 

陕西省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智能、新型医疗装备应用推广和信息化设施迭代升级。 

云南省 
按需推进医学影像、放射治疗、远程诊疗、手术机器人等医疗装备更新，适度超前配置装备；开展医疗机构病房改造提升行

动，优化公立医院病房床位配置. 

贵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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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降低万元以上医疗设备

和信息化设施设备老旧化率； 

推动医疗机构病房老化、智能化提升改造，适当保留一定比例单人间病房，提高两人间、三人间病房比例，促进病房环境改善

提升。 

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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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齐短板。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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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代升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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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急诊、手术室、能源保障设施改造提升，

加强医疗机构既有用房老化、便利化改造，提升医疗用房人性化、智能化水平，补齐病房环境与设施短板。 

内蒙古自治

区 

推进全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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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 
鼓励具备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加快医学影像、放射治疗、远程诊疗、手术机器人及实验室检验检测等医疗装备更新改造；建立

健康医疗业务网络，推进数字医院建设，推动县域卫生健康数字化升级，加强网络和数据安全防护； 

北京市 
推进医疗卫生机构装备和信息化设施选代升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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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病房改造提升，补齐病房环境与设施短板。 

湖南省 
鼓励具备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加快医学影像、放射治疗、远程诊疗、手术机器人等医疗装备更新改造。鼓励医院加强病房适老

化，便利化改造，有序推动 4 人间及以上病房改造为 2-3 人间，适当增加单人间比例，合理增设独立卫生间和公共卫生间。 

山东省 

增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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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代升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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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村卫生室改造提升行动，全面优化硬件配备。 

广东省 
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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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住院诊疗服务。探索推进医疗装备产品“购买技术服务"和设备租赁等新模式。 

山西省 

鼓励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快医学影像、放射治疗、手术机器人、检验检查等医疗装备更新改造。积极推进我省前沿医疗装备

的技术研发与应用。推进医院病房改造提升。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医院病房配置标准，推动医疗机构病

房改造提升，适当保留一定比例单人间，提高两人间、三人间比例。 

甘肃省 到 2027 年，县级以下医疗卫生机构装备配置达标率达到 100%。 

河南省 

加强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设备和信息化设施选代升级，淘汰已达使用年限、功能不

全、性能落后、影响安全的医用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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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 
鼓励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快医学影像、放射治疗、远程诊疗及实验室检验检测等医疗装备更新改造，加大手术机器人推广使

用力度。 

吉林省 

推进医疗卫生机构对医疗设备和信息化设施进行迭代升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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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机器人等医疗设备更新改造。推动医疗机构提升病房环境与设施条件，合理配置区域内不同床位数量配置类型病房的比例。

到 2027 年，全省公立医疗机构医疗设备配置和病房设施条件达到国家要求。 

宁夏回族自

治区 

有序推动医疗机构医学影像、放射治疗、远程诊疗、手术机器人等医疗装备更新和病房改造提升，推进医疗机构信息化能力提

档升级。 

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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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医疗健康数字化应用场景。 

广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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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养老康复辅具等医疗装备更新改造，拓展医疗健康数字化应用场景。 

天津市 
加强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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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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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 
鼓励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根据自身功能定位、技术水平、学科发展和群众健康需求，加快医学影像、放射治疗、手术机器人、

检验检查等医疗装备更新改造，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提质。 

四川省 
加快城乡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设备更新换代和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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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加强信息化升级改造，加快智慧医院和互联网医院建设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到 2027 年县级以下医疗卫生机构装备教据互联互通配置达标率达到 90%以上。推动医疗机构病房改造提升。鼓励医疗机构加

强病房老化、便利化改造，改善医院现有消防等安全保障措施，提升污水、医疗废物处理能力。有序推动 4 人间及以上病房改

造。 

西藏自治区 到 2027 年，工业、农业、建筑、交通运输、教育、文化和旅游、医疗等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较 2023 年增长 25%以上。 
 

资料来源：各省市官网，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设备以旧换新资金来源一般为政府提供部分资金，银行提供贷款，鼓励各机构

购买设备，从而拉动需求提升。国家财政部公布从 2024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布超长

期特别国债，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发行期限分别为 20

年、30年和 50年。 

目前央行已宣布设立额度为 5000亿元的技术改造再贷款，同时财政部也提出今

年预计发行 1万亿元特别国债，累计金额达 1.5万亿元。 

图表13：设备更新再贷款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安排 

 

来源：政府官网，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根据 2022 年贴息贷款补贴设备更新改造执行情况，一般会有 10%左右资金分配

到医疗领域。假设最终 10%资金用于医疗设备更新，终端采购市场空间将达 1500 亿

元。 

图表14：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央行再贷款中医疗设备空间测算 

类型 金额（万亿元） 6% 8% 10% 12% 14% 

超长期特别国债 1.00 0.06 0.08 0.10 0.12 0.14 

央行再贷款 0.50 0.03 0.04 0.05 0.06 0.07 

合计 1.50 0.09 0.12 0.15 0.18 0.21 
 

来源：国联证券研究所测算 

各省市陆续出台医疗设备更新换代的实施细则，目前已有 7省市发布采购方案，

其中广东省采购金额较大，达 54 亿元，安徽省采购金额达 34亿元。未来随着国债和

再贷款政策持续推出，各省市有望持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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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5：各省市医疗设备更新政策发布情况 

省份 文件名称 具体内容 
金额 

（亿元） 

广西壮族自

治区 

《2024 年县域医共体设备更新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 

总投资 7.05 亿，包括购置 CT（17 台）、DR（158

台）、彩超（180 台）、全自动生化分析仪（296 台）、

呼吸机（12 台）、监护仪（167 台）、电梯（14 台）其

他等设备（454 台）。 

7.05 

广东省 
《广东省医疗卫生领域设备更新有关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前公示》 

项目拟购置设备共 2171 台（套），建设期限为 2024 年

12 月，总投资 539344.97 万元，资金来源为申请中央投

资 242165.39 万元，其余资金由使用单位自筹，省、市、

县（市、区）财政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解决。 

53.93 

安徽省 

《中国科大附属第一医院（省立医

院）病房提升改造等 10 个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审批前公示》 

《中国科大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

医院）医疗设备改造及信息化设施迭

代升级等 13 个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

批前公示》 

中国科大附属第一医院等医院开展医疗设备改造及信息化

设施迭代升级项目，更新多普勒彩色超声诊断仪、数字减

影血管造影机（DSA）、数字化直接摄影系统（DR）、

3.0T 磁共振等医疗设备 26 台/套及信息化设备 7 台/套，估

算总投资 33.66 亿元。 

33.66 

黑龙江省 / 

黑龙江省鹤岗市人民医院、黑龙江省医院、大庆市第四医

院和黑龙江省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医疗设备更新项

目，更新购置设备 16 台（套）。具体包括医学影像、医

用直线加速器等品类。 

4.53 

江西省 
《赣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设

备更新项目》 

更新医学影像类、放射治疗类及其他类等品目设备共计 24

台（套），淘汰同品目设备共计 24 台（套）。其中，医

学影像类设备更新 17 台（套），放射治疗类设备更新 1

台，其他类医疗设备更新 6 台（套）。淘汰设备均超过设

备使用年限。项目计划于 2024 年 9 月开始建设，预计

2025 年 12 月完成建设。 

1.79  

福建省 
《福建省省级高水平医院医疗设备更

新项目》 

福建省立医院、福建省肿瘤医院、福建省级机关医院、福

建省老年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建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福建中医

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康复医院、福

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等 10 家医院设备淘汰更

新，迭代升级。计划更新设备 179 台（套），淘汰设备

184 台（套）。 

7.59 

重庆市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重庆

市县域医共体设备更新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 

已批复相关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18.37 亿元，共更新设备

877 台（套）。 
18.37 

 

资料来源：各省市官网，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2.2 ICU 建设有望贡献近千亿市场 

2024 年 5 月，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强重症医学医疗服务能力建设

的意见》，文件对 2025年和 2027 年中国 ICU床位数和可转换 ICU床位数进行详细规

定。新建 ICU将带动相关医疗设备采购需求提升，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

操作指南》对 ICU 医疗设备的配置要求，我们测算出，综合 ICU（每 10 张床位）医

疗设备配置的成本达 1014 亿元，可转换 ICU（每 10 张床位）的配置成本达 181 亿

元。 



请务必阅读报告末页的重要声明 9 

 

 

行业报告│行业专题研究 

图表16：综合 ICU 医疗设备配置成本测算（每 10 张床位）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万元） 金额（万元） 类别 

1 吊塔 套 10 2.7 27.00 ICU 设备 

2 电动病床 台 10 2.78 27.83 ICU 设备 

3 床旁监护仪 套 10 5.08 50.82 ICU 设备 

4 加压袋 只 10 0.03 0.30 低值耗材 

5 精密注射泵 台 30-40 0.30 10.50 ICU 设备 

6 血气机 套 1 10.39 10.39 ICU 设备 

7 心电图机 套 1 2.45 2.45 ICU 设备 

8 彩超 台 1 38.40 38.40 医疗影像 

9 简易呼吸球囊 只 10 0.04 0.35 低值耗材 

10 雾化器 套 2 0.00 0.00 ICU 设备 

11 排痰机 台 3 2.00 6.00 ICU 设备 

12 压力表 套 2 0.04 0.08 ICU 设备 

13 电动吸引器 套 1 0.30 0.30 ICU 设备 

14 医用降温毯 台 2 3.10 6.20 ICU 设备 

15 升温仪 台 2 3.20 6.40 ICU 设备 

16 高流量湿化氧疗系统 套 3-5 3.98 15.92 ICU 设备 

17 无创呼吸机 台 2-4 8.50 25.50 ICU 设备 

18 有创呼吸机 台 6-10 12.00 96.00 ICU 设备 

19 ECMO 套 1 138.00 138.00 ICU 设备 

20 支气管镜 套 1 42.92 42.92 内窥镜 

21 一次性气管镜 台 6 21.97 131.82 内窥镜 

22 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泵 套 1 130.00 130.00 ICU 设备 

23 全自动连续血滤系统 套 3 33.13 99.39 血透设备 

24 空气波压力治疗仪 套 3 1.20 3.60 康复设备 

25 康复训练车 台 3 22.96 68.88 康复设备 

26 PICCO 模块 套 2 4.50 9.00 ICU 设备 

27 CO 模块 套 1 4.90 4.90 ICU 设备 

28 急救推车 (药柜) 套 4 0.35 1.40 ICU 设备 

29 除颤监护仪 套 1 6.26 6.26 ICU 设备 

30 转运呼吸机 台 1 12.59 12.59 ICU 设备 

31 转运监护仪 台 2 2.50 5.00 ICU 设备 

32 脉氧夹 台 5 0.00 0.01 低值耗材 

33 全自动清洗消毒器 套 1 25.78 25.78 ICU 设备 

34 过氧化氢消毒机 台 1 9.55 9.55 ICU 设备 

 合计    1013.55  
 

来源：政府官网，众成器械，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表17：可转化 ICU 医疗设备配置成本测算（每 10 张床位）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万元） 金额（万元） 类别 

1 供氧管路改造 床 10 0.70 7.00 ICU 设备 

2 床旁监护仪 套 10 5.08 50.82 ICU 设备 

3 脉氧夹 台 5 0.00 0.01 ICU 设备 

4 加压袋 只 5 0.03 0.15 ICU 设备 

5 精密注射泵 台 10-20 0.30 4.50 ICU 设备 

6 简易呼吸球囊 只 5 0.04 0.18 ICU 设备 

7 血气机 套 1 10.39 10.39 ICU 设备 

8 医用降温毯 台 2 3.10 6.20 ICU 设备 

9 雾化器 套 5 0.00 0.01 ICU 设备 

10 排痰机 台 3 2.00 6.00 ICU 设备 

11 
高流量湿化氧疗

系统 
套 5 3.98 19.90 ICU 设备 

12 无创呼吸机 台 3-5 8.50 34.00 ICU 设备 

13 急救推车 (药柜) 套 1 0.35 0.35 ICU 设备 

14 除颤监护仪 套 1 6.26 6.26 ICU 设备 

15 
全自动清洗消毒

器 
套 1 25.78 25.78 ICU 设备 

16 过氧化氢消毒机 台 1 9.55 9.55 ICU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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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181.09  
 

来源：政府官网，众成器械，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中国现有 ICU、可转化 ICU 数仍处于较低水平。根据国家卫健委数据，2022 底

中国 ICU床位数为 12.8张/10万人、可转换 ICU床位数为 7.5张/10万人。《关于加

强重症医学医疗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中提到，截至 2025年和 2027年，中国 ICU床

位数将分别达到 15张/10万人和 18张/10万人、可转换 ICU 床位数为 10张/10万人

和 12张/10万人。 

ICU建设短期内（截至 2025 年）可为医疗设备提供增量市场 387亿元，中期（截

至 2027 年）达 878亿元。 

图表18：ICU 医疗设备配置市场空间测算 

类别 
 

2022 2025E 2027E 

现有/目标值     

全国 ICU 床位（每 10 万人） 12.8 15 18 

可转换 ICU 床位（每 10 万人） 7.5 10 12 

新增量 
   

全国 ICU 床位（每 10 万人） 2.2 5.2 

可转换 ICU 床位（每 10 万人） 2.5 4.5 

根据 2021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人口数为 1,443,497,378 人 

全国 ICU 床位（张） 31757 75062 

可转换 ICU 床位（张） 36087 64957 

医疗设备配置成本（每 10 张床位） 
 

全国 ICU 医疗设备配置成本（万元） 1014 
 

可转化 ICU 医疗设备配置成本（万元） 181 
 

医疗设备配置成本（总体） 
 

全国 ICU 床位（亿元） 322 761 

可转换 ICU 床位（亿元） 65 118 

合计（亿元） 387 878 
 

来源：中国政府网，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ICU设备有望持续获益。此轮新建 ICU中，ICU设备采购占比最高（67%），其次

为内窥镜（15%）和康复设备（6%）。预计有望为 ICU 设备提供 265 亿元（截至 2025

年）和 589亿元（截至 2027年）增量市场。 

图表19：新建 ICU 各类医疗设备空间测算 

类别 
2025E 2027E 

金额（万元） 占比 金额（万元） 占比 

低值耗材 2093 0.05% 4947 0.06% 

康复设备 230174 5.94% 544048 6.19% 

内窥镜 554936 14.33% 1311666 14.93% 

ICU 设备 2647452 68.37% 5889268 67.04% 

血透设备 315643 8.15% 746066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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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影像 121947 3.15% 288238 3.28% 
 

来源：国联证券研究所测算 

3. 投资标的 

3.1 迈瑞医疗：国产器械龙头，三大产线助力以旧换新 

多产线市占率领先，高研发投入新品迭代快：迈瑞在监护、诊断、超声产线国内

市占率均位列前茅，监护仪、血球仪等产品进入全球市占率前三。公司每年将营收 10%

左右投入研发，新品迭代速度快。2024 年 1 月收购国内心血管龙头惠泰医疗，进入

心血管耗材领域，快速获得心血管技术及产品，公司与惠泰实现强强联合，后续有望

提供业绩新增量。 

国内外发展均衡，持续突破高端用户。2023年，迈瑞医疗营业收入为 349亿元，

同比增长 15%。2006-2022 年期间公司营收年复合增速保持约 20%，体现公司稳健增

长态势。2023 年海外营收占总营收 40%。2020 年新冠疫情加快公司海外布局步伐，

海外营收达 99亿元（yoy+41%），出口销售额在国内医疗器械公司中排名第一，此后，

公司国内和海外占比持续稳定在 6：4。 

风险提示：基层扩容不达预期；国内区域集采影响；新产品市场表现低于预期。  

3.2 联影医疗：国产医疗影像领先者，有望持续获益 

影像产品线丰富，涵盖 MR、CT、PET/CT 等。联影为国产医疗影像领先者，产品

线涵盖磁共振成像系统（MR）、X 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系统（CT）、X 射线成像

系统（XR）、分子影像系统（PET/CT、PET/MR）、医用直线加速器系统（RT）

等，实现全产品线布局。同时公司在核心零部件方面实现自研自产，打破高端

医疗设备进口垄断，具有显著竞争优势。 

高研发投入助力快速发展。2023年公司营收为 114亿元（yoy+24%），2021-2023

年营收 CAGR为 26%，实现快速增长。高研发投入保障公司产品力持续处于领先水平，

2023 年公司研发费用率达 15.15%，处于较高水平。目前公司已入驻全国超 1000 家

三甲医院，获得客户的广泛认可。未来随着以旧换新政策逐步落地，公司有望凭借产

品的优良性能，持续获得增长。 

风险提示：市场竞争激烈风险；政策落地不及预期风险；供应链不稳定风险。  

3.3 澳华内镜：国产软镜设备龙头有望受益设备更新 

高端产品推动收入快速增长，AQ-300有望受益更新替代。2023年公司核心业务

内镜设备收入 6.22 亿元，同比增长 58.63%；内镜维修服务收入 0.12 亿元，同比增

长 235.20%。AQ-300 超高清内镜系统为代表的中高端产品销量稳步提升，2023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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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机型主机、镜体在三级医院装机（含中标）数量分别为 96台、316根，装机（含

中标）三级医院 73家。随着设备更新的逐步落地，医院采购需求有望得到释放，2024

年下半年公司 AQ-300或有望进一步放量。 

持续聚焦研发创新，不断完善产品矩阵。继国内首款 4K超高清内镜系统 AQ-300

推出以来，公司 2023年推出了十二指肠镜、超细内镜、超细经皮胆道镜、AQ-200 Elite

内镜系统、UHD双焦内镜以及分体式上消化道内镜等多个产品，进一步丰富了公司产

品矩阵，提高了科室覆盖度，为公司在软镜行业市占率的不断提升奠定了基础。 

风险提示：政策落地不及预期；新品推出不及预期；市场开拓不及预期 

3.4 奕瑞科技：X 线设备核心部件供应商，有望受益下游需求释放 

国产数字化 X 线探测器龙头，技术沉淀+客户粘性打造公司护城河。经过 10 多

年的耕耘，公司成为全球少数同时掌握非晶硅、IGZO、CMOS 和柔性基板四种传感器

技术的公司，聚焦 X线探测器产业链中游，并往上游拓展自产能力。通过 IPO和可转

债募集，逐步扩大产能以加强规模优势。技术、产能等硬实力，配合头部客户口碑软

实力，使得公司在医疗、工业等领域持续拓展新客户，并产生长期稳定订单。 

医疗领域应用广泛，有望受益下游需求释放。公司产品应用以医疗为主，工业为

辅，从普放类的 DR产品拓展至乳腺、胃肠、C型臂等专业领域，并进入齿科 CBCT领

域，2023 年公司探测器业务收入 16.9 亿元，医疗和齿科占比分别为 60%以上和 20%

以上。公司与国内外头部医疗设备公司长期达成稳定合作，如联影、西门子、飞利浦、

GE 医疗、美亚光电、朗视仪器等，随着下游客户需求提升，公司有望受益。 

风险提示：政策落地不及预期；新品推出不及预期；市场开拓不及预期 

4. 风险提示 

1) 政策推进进度风险，政策规划与实际落地存在时间差，导致政策执行情况不

及预期； 

2)  项目经费落地不及预期风险，受全球经济下行影响，国内预计经济增速放缓，

可能影响经费批复；  

3)  ICU 建设推动不及预期，各医院对进度把控不一致，尤其是大型三甲医院的

建设周期较长，存在周期波动风险。 

4）市场空间测算不及预期，此轮以旧换新政策资金分配可能与上轮存在差异，

因此采用以往经验推算可能存在不及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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