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leadleo.com

报告提供的任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数据、文字、图表、图像等）均系头豹研究院独有的高度机密性
文件（在报告中另行标明出处者除外）。未经头豹研究院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擅自
复制、再造、传播、出版、引用、改编、汇编本报告内容，若有违反上述约定的行为发生，头豹研究
院保留采取法律措施、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的权利。头豹研究院开展的所有商业活动均使用“头豹研究院
”或“头豹”的商号、商标，头豹研究院无任何前述名称之外的其他分支机构，也未授权或聘用其他任何
第三方代表头豹研究院开展商业活动。

2024年
中国医疗大健康产业宏观环境分析报告：
“民生”+“科技”属性保证行业长期发展
基本面

2024 the Macro Environment Analysis of China's Health Industry
2024 中国医療・ヘルスケア産業のマクロ環境分析レポート

报告标签：需求环境、政策监管、投融资、药械出海

主笔人 ：罗潘林



团队介绍

郝世超

首席分析师

lamber.hao@Leadleo.com

罗潘林

行业分析师

luo.panlin@leadleo.com

头豹研究院
咨询/合作

网址：www.leadleo.com

电话：13080197867（李先生）

电话：18621660149（郝先生）

深圳市华润置地大厦E座4105室



研究报告 |  2024/05

3

摘要

本报告旨在发现中国大健康产业宏观环境及热

点领域，分析发展现状与发展环境，并结合行

业理解与企业案例，反映该热点领域未来发展

趋势。

本报告所有图、表、文字中的数据均源自弗若

斯特沙利文咨询（中国）及头豹研究院调查，

数据均采用四舍五入，小数计一位。

◼ 宏观经济逐步回暖，医疗行业稳步增长

中国整体医疗支出及占GDP比重持续增加，“民

生”和“科技”属性保证行业长期发展基本面，近

10年来中国整体医疗支出持续增加，2022年全

国卫生总费用达8.5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达

7.1%，未来，在居民健康意识加强、老龄化加

剧和政策支持的背景下，整体医疗保健支出预

计将进一步增长，同时国家推进新型工业化和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等战略任务，医

疗作为高科技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仍将是拉

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 药物审批流程优化，创新与临床价值并重

中国鼓励新药研发创新和使用，加快临床急需

重大疾病治疗药物的研发和产业化，支持优质

仿制药研发。2019年以来，各类药品注册申请

受理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中国创新药IND受理

数量由2019年的688件增长至2023年的2,298件，

数量年复合增速为35.2%，其中，化学药占比最

多，从适应症来看，主要集中在抗肿瘤、皮肤

及五官科、内分泌系统和循环系统疾病领域。

创新药NDA受理数量由2019年的30件增长至

2023年的133件，数量年复合增速为45.1%，具

有高度的临床价值和紧迫性的药物成为优先审

评通过的重点品种

◼ 中度老龄化社会下，慢病防治成为关键目标

对比全球主要国家老龄化率扩大的时间，亚洲

国家老龄化速度明显较快，中国仅用了20年完

成从老龄化向中度老龄化社会的转变。从中国

人口结构来看，中国出生人口数量和出生率持

续走低，人口增速放缓，2023年，65岁以上人

口达到216.8百万人，占总人口的15.4%

由于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及慢性病患者生存期

延长等对慢性病发病的影响，中国慢性病患者

基数仍将不断扩大，并呈现年轻化及老年人患

病率高的特点，政府出台国家级专项规划加强

慢性病管理，引领提升各地区慢性病防治水平



Chapter 1

大健康产业发展环境

本土环境

www.leadle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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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环境：宏观经济逐步回暖，医疗行业稳步增长
中国整体经济增速符合预期，社会消费需求有待进一步提振，工业
经济稳步回升；中国整体医疗支出及占GDP比重持续增加，“民生”
和“科技”属性保证行业长期发展基本面

来源：国务院，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中国实际GDP与CPI同比变化率，2022Q1-2023Q4

单位：%

◼ 中国整体经济增速符合预期，社会消费需求有待进一步提振，工业经济稳步回升

在外部环境依然复杂严峻，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因素的压力下，中国经济复苏虽有所反

复，但仍呈现回升向好趋势。2023年，中国GDP达126.1万亿元，全年GDP同比增速5.2%，总体经济增长完成

预期目标。从需求端来看，2023年CPI总体低位运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虽在12月

CPI有所改善回升，但总体来看，消费需求仍有待进一步提振；从供给端来看，下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由降转增、效益持续恢复，工业生产稳步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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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整体医疗支出及占GDP比重持续增加，“民生”和“科技”属性保证行业长期发展基本面

聚焦医疗行业，近10年来中国整体医疗支出持续增加，2022年全国卫生总费用达8.5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

达7.1%，未来，在居民健康意识加强、老龄化加剧和政策支持的背景下，整体医疗保健支出预计将进一步增

长，同时国家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等战略任务，医疗作为高科技行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仍将是拉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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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环境：中度老龄化社会下，慢病防治成为关键目标
中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老龄化趋势加剧及庞大的慢病人群基
数，驱动中国医疗需求加速向“健康为中心”演变，慢病管理与防治
成为关键目标

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卫健委，国务院，专家访谈，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全球主要国家老龄化率从7%上升至14%的时间，2022

中国慢性病防治中长期规划主要指标，202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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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医疗需求向“健康为中心”演变

对比全球主要国家老龄化率扩大的时间，亚洲国家老龄化速度明

显较快，中国仅用了20年完成从老龄化向中度老龄化社会的转

变。从中国人口结构来看，中国出生人口数量和出生率持续走低，

人口增速放缓，2023年，65岁以上人口达到216.8百万人，占总

人口的15.4%

由于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及慢性病患者生存期延长等对慢性病发

病的影响，中国慢性病患者基数仍将不断扩大，并呈现年轻化及

老年人患病率高的特点，政府出台国家级专项规划加强慢性病管

理，引领提升各地区慢性病防治水平

国家慢性病综合防
控示范区覆盖率

70岁以下慢性呼吸
系统疾病死亡率

65岁以上老年人中
医药健康管理率

心脑血管疾病
死亡率

20% 下降 15%

80% 下降 15%

➢ 欲获取高清图表或完整报告：请登录 www.leadleo.com

➢ 欲进行品牌植入、数据商用、报告调研等咨询或业务需求，欢迎致电：

13080197867（李先生）、18621660149（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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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环境：医疗资源紧缺程度放缓，配置优化任重道远
居民就医需求与日俱增，医疗资源紧缺程度有所缓解，但医疗资源
倒挂、挤兑现象仍未缓解，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分级诊疗
制度、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任重道远

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卫健委，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 中国居民的医疗需求逐年上升，医疗资源紧缺程度有所缓解

2022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84.2亿人次，医院医师日均负担诊疗人次6.2人次，住

院2.1床；乡镇卫生院医师日均负担诊疗人次9.1人次，住院1.2床。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

1,032,918家，每千人口医师数达到3.2人，每千人口护士数为3.7人。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使

用率达71.0%；而在公立医院病床则更为紧缺，病床使用率高达75.6%。与2018年相比，与居民

与日俱增的就医需求相比，医疗资源依然紧缺，但中国医生从业人数、医院卫生机构等医疗资

源有所改善，资源紧缺程度有所缓解

◼ 医疗资源倒挂、挤兑现象仍未缓解，推进医疗卫

生体制改革、完善分级诊疗制度、优化医疗资源

配置任重道远

从医院层级看，中国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均衡，

中国医疗资源和医疗需求倒置现象明显。2022年，

中国三级医院数量仅有3,523家,占中国医院数量9.5%

的三级医院承担了22.3亿人次就诊,占全年就诊人次

的58.4%，而占中国医院60.3%的一级医院和未定级医

院总计22,308家，仅接诊3.9亿人次。且与2021年相

比，医疗资源挤兑现象仍未缓解，医护人员、医院

病床等医疗资源保持高负荷运转，加强基层医疗机

构建设，完善分级诊疗制度任重道远

中国医疗资源情况，2018、2020及2022

乡镇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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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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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环境：鼓励聚焦临床需求，严格药物临床及上市标准
中国药品审批流程优化，注册审评数量实现爆发式增长，具有高度
的临床价值和紧迫性的药物有望加速通过审评，同时药物研发上市
流程严格标准，fast follow药物的审批以及单臂临床试验申请收紧

来源：国家药监局，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 国家鼓励关注临床未满足的需求，收紧fast follow药物的审批以及单臂临床试验申请

2019年以来，各类药品注册申请受理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中国创新药IND受理数量由2019年的

688件增长至2023年的2,298件，数量年复合增速为35.2%，其中，化学药占比最多，从适应症来

看，主要集中在抗肿瘤、皮肤及五官科、内分泌系统和循环系统疾病领域。创新药NDA受理数

量由2019年的30件增长至2023年的133件，数量年复合增速为45.1%，具有高度的临床价值和紧

迫性的药物成为优先审评通过的重点品种

2023年，国家药审中心发布《单臂临床试验用于支持抗肿瘤药上市申请的适用性技术指导原

则》，严格单臂临床试验适用条件；国家药监局发布《药品附条件批准上市申请审评审批工作

程序（试行）》强调药品获附条件批准上市的原则标准，可见，在政策端，国家鼓励关注临床

未满足的需求，并严格标准，收紧fast follow药物的审批以及单臂临床试验申请

中国创新药IND受理数量，2019-2023

单位：件

中国创新药NDA受理数量，2019-2023

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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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环境： “腾笼换鸟”、“鼓励创新”为医疗器械主旋律
“腾笼换鸟”、“鼓励创新”为医疗器械主旋律，产品的集采前生命周
期较医改前大幅缩短，持续发掘临床未满足需求、加速产品创新迭
代、抓住新产品窗口期对于企业生存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创新器械批准数量，2014-2023

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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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化审评
审批制度改革鼓
励药品医疗器械
创新的意见》，
创新药械审批审
评提速顶层设计
初见雏形

3个批次临床急需
境外新药名单发
布

针对创新药、突
破疗法等开设4
条绿色通道

创新医疗器械加速审批审评条件相对模
糊，针对创新和临床急需，设立特别审
查和附条件批准上市两条绿色通道

临床必需、疗效
确切的原研首次
谈判准入

医保目录调整常态化，一年一次动态调整，已基
本覆盖全部治疗领域

目前尚未出台国家医疗器械医保目
录，但目已提上日程，已有多省市
公布医用耗材医保支付范围名单

自2018年底开启的“4+7”试点带量采购，到2023年底的第九批国家药品集采，
五年间共进行了九批十轮带量采购，覆盖374种药品，平均降幅超50%

自2020年冠脉支架集采开始，目前仅四轮全国耗
材带量采购，集采多为省市采购，未来全国集采
将持续推进

创
新

中国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监管政策对比

◼ 器械的整体政策框架与药品一脉相承，腾笼换鸟长期

推进，创新准入探索落地

腾笼换鸟：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常态化、制度化，

并提速扩面，其中冠脉支架、骨科耗材、人工晶体均已经

过国家带量采购，而医保费用重点耗材多数经过至少一次

省级或省际联盟带量采购

鼓励创新：国家通过带量采购发掘医保基金的节降空间以

支持创新和覆盖推进，支持拥有发明专利、技术属于国内

首创、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装备优先审批，开通

创新医疗器械绿色通道，仅2023年就有61个创新医疗器

械获批上市，成为近年来创新产品获批数量最多的一年

药
品

器
械

准
入

药
品

器
械

支
付

来源：国家药监局，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 欲获取高清图表或完整报告：请登录 www.leadleo.com

➢ 欲进行品牌植入、数据商用、报告调研等咨询或业务需求，欢迎致电：

13080197867（李先生）、18621660149（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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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环境：医保体系持续优化，贯彻“量入为出”方针

医疗保障部门的角色定位逐渐从事后付费者向战略购买者转变，患
者享受改革红利，减轻就医负担

来源：国家医保局，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中国基本医保基金收入、支出与结余情况，2020-2023

◼ 政府主导中国社会医疗保障体系运行，积极探索保障新路径

与海外国家发展模式不同，中国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由政府主导，社会医疗保障体系逐渐由“广覆盖”发展成“全

覆盖”。中国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分为托底层、主体层和补充层，由城乡医疗救助、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

险等共同构成，共同推动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围绕药品及器械的定价、采购、支付等关键环节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精准科学的综合改革，组

织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统筹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持续优化医疗保障，促进“健康中国”

战略的实施

2003年以来，中国基本医保基金收入均大于支出，当年收支和累计结余均保持稳定增长，截至2023年11月底，

基本医保基金结余大于47,000亿元，中国基本医保基金持续贯彻“量入为出”的大方针，基金运行整体保持稳

健，为医疗机构的运营提供了稳定保障，促进中国医疗行业稳步发展

2022 2023

Ø 58.6%

20212019 2020

56.7%
60.7%

50.6%

61.7% 60.1% 61.7%

2018

谈判药品的支付标准平均降幅，2018-2023

单位：% ◼ 医疗保障政策逐步落实，患者用

药成本大幅降低

5年来，谈判药品的支付标准平均降幅

分别为60.7%、50.6%、61.7%、60.1%和

61.7%。初步估算，2023年协议期内谈

判药惠及群众购药超2.1亿人次，叠加

降价和医保报销，为患者减负超2000

亿元，使患者能以更低廉的价格获得

质量更优的药品

21,277
24,682 26,576

29,362

2020 2021 2022 2023

基金总收入

18,402
20,813 21,302

24,911

基金总支出

29,787

35,370

41,431

47,091

20222020 2021 2023

+16.5%

基金累计结余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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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环境：医疗产业投融资寒冬延续， “量增价减”

全球医疗健康产业吸金能力进一步收缩，寒冬延续，中国医疗健康
产业与全球情况保持一致，融资量增价减，中小额项目成为主流

来源：公司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全球医疗健康领域投融资金额及事件，2013-2023

单位：亿美元（左轴）；件（右轴）

68 135 202 237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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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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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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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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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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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1,5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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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6

2020 2021 2022 2023

融资金额 融资事件

◼ 全球医疗健康产业吸金能力进一步收缩，寒冬延续

全球医疗健康投融资呈现收缩趋势，寒冬延续，总融资规模进一步下跌退回2019年水平。

2023年，全球医疗健康领域一级市场融资总额达574亿美元，同比下降21.3%，但投融资活动仍

然保持活跃，年投资活动累计3,076笔，医疗健康领域仍然吸引着大量的投资者关注

此外，2023年全球融资金额超1亿美元的事件数达136件，占总量的4%，同比下降17.6%，可见

全球医疗健康创新项目的平均融资额缩水，估值增长困难，投资者的投资风格趋于保守，中小

额融资项目成为主流

中国医疗健康领域投融资金额及事件，2013-2023

单位：亿美元（左轴）；件（右轴）

26
57 70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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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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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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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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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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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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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融资金额 融资事件

◼ 中国医疗健康产业与全球情况保持一致，融资总额下降30.1%，量增价减

医疗健康的资本寒冬平等打挤了全球各地的医疗创新项目，2023年中国医疗健康领域一级市场

投资活动累计1,300笔，融资总额达109亿美元，同比下降30.1%，但相较于2021-2022年的交易

总额腰斩，地缘政治冲突、美元加息、新冠疫情等对医疗健康产业的影响逐渐收缩，投融资活

跃度仍保持在历史高位



Chapter 1

大健康产业发展环境

海外环境

www.leadleo.com



研究报告 | 2024/05

13

医药出海：国谈令药企承压，中国药企寻求第二发展曲线
创新药审评加速，上市通畅但医保压价严重，国内销售受阻；中国
药企积极出海，拓展海外市场，License-out等助力海外认可，角逐
国际市场潜力大

来源：国家医保局，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 国谈进入医保降价幅度扩大，进一步挤压创新药在国内市场发展空间

2023年，国家医保局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在谈判/竞

价环节，143个目录外药品参加，其中121个谈判/竞价成功，成功率为84.6%，平均降价61.7%，

成功率与降价幅度与2022年基本相当，其中共有23款创新药谈判成功，谈判成功率为92.0%，

平均降价57.3%。当前的医保谈判最终呈现的价格仍倾向于成本价。医保局对纳入医保新药杀

价的凶狠，一些真正具有临床价值的药品被压价后成本压力巨大，使得国内头部的创新药big 

pharma和biopharma过去一年多的创新药销售放量困难重重。此外，由于降价导致的对单药

销售峰值的极度悲观预期，资本市场对创新药企业估值杀价行为非常明显，创新药进入资本

寒冬。

药品名称 生产企业 规格 原价格(元） 拟价格（元） 降幅

丁甘交联玻璃酸钠 亿帆医药 3ml:60mg/支 2590 980 62.2%

拓培非格司亭注射液 宝特生物 2.0mg/1.0ml 6358 2427 61.8%

艾诺米替片 艾迪药业 0.15g:0.3g:0.3g/片 1125 724.5 35.6%

多格列艾汀片 华领医药 75mg/片 420 150.92 64.1%

恩那度司他片 信立泰 4mg/片 546 181.51 66.8%

先诺特韦片/利托那
韦片

先声药业 0.375g:0.1g/片 630 479 24.0%

◼ 中国药企积极寻找发展新路径，国产药品长期出海逻辑坚挺

目前在国谈下，创新药价格降幅明显，处于药品实际商业回报率普遍低于预期的承压环境。

在此背景下，中国药企纷纷开始寻求新的发展之路，企业和人才越来越积极、主动地参与到

国外的竞合大循环中，着眼于海外广大的医药市场潜力和未被满足的巨大临床需求，积极开

拓海外市场，出海成为中国药企消化供给、赢回市场回报的关键策略之一。在创新药方面，

越来越多国内的创新药通过license-out、海外获批上市等方式拓展企业市场的边界，国内创

新药在海外的认可程度与日俱增，中国药企角逐海外市场、提升营收天花板的潜力有望得到

释放。

中国国家医保谈判部分创新药产品降价情况，2023

➢ 欲获取高清图表或完整报告：请登录 www.leadleo.com

➢ 欲进行品牌植入、数据商用、报告调研等咨询或业务需求，欢迎致电：

13080197867（李先生）、18621660149（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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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出海：中国药品价格优势凸显，出海市场潜力巨大
发达国家药品价格远高于其他地区，中国药价尤为低廉；中国创新
药出海受高利润吸引，License-out交易频创新高，虽海外市场份额
较小，但正逐步获国际认可

来源：公司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 与中国市场相比，海外药品价格有明显的价格溢价空间，其市场保持吸引力

从药品销售价格来看，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价格水平显著过于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市场相

比，有明显的价格溢价空间。以目前全球最畅销的25个药品为例，如果以美国药价为100.0%计算，中国的

药价低，只约相当于美国的10.0%、其他国家的30.0%-60.0%。从结构上来看，由于定价体系不同，中国创新

药一旦有能力走向全球市场，销售额的天花板有望提高数倍的空间。与在国内医保谈判、创新药内卷加剧

等因素冲击下的不断下降的收益预期相比，海外高的利润回报率吸引着中国药企，越来越多的中国药企看

好海外广阔的市场。

全球Top25畅销药在主要国家的相对价格水平，2021

26.0% 26.0% 24.0% 23.0% 23.0% 22.0% 22.0%
19.0% 19.0% 18.0% 18.0% 18.0% 16.0% 15.0%

10.0%

美国 德国 阿联酋 瑞士 意大利 英国 西班牙 日本 比利时 沙特 阿根廷 法国 匈牙利 巴西 澳大
利亚

中国

100.0%

-90.0%

-61.5% -33.3%

全球各区域创新药销售额占比，2021

注：欧洲五国包含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及意大利

7.0% 10.0% 11.0%

93.0%

中国

75.0%

25.0%

美国

90.0%

中国

77.0%

23.0%

美国

89.0%

中国

79.0%

21.0%

美国

创新药 其他

中美药品类型销售分布比例，2016、2019及2021

2016 2019 2021

8.0%
3.0% 2.0%

100.0%

全球

55.0%

美国

16.0%

欧洲
五国

日本
韩国

中国 加拿大

16.0%

其他

◼ 面对广阔的出海空间，中国药企走出去速度不断加快

从创新药来看，不仅出海成为常态，且License-out重磅交易更是不断刷历史新高。全球创新药销售主要集

中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市场，美国以占比全球55.0%而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而中国只约占3.0%的市场份额，

中国的药品结构与美国倒置，中国创新药在海外占比较小。但近年来，中国创新药通过License-out模式等

走出国门，正逐渐赢得国际市场认可，License-out首付款和里程碑款总额都不断创新高，这都不断的推动

中国创新药的销售比例在逐年提高。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创新药创新水平的不断提升，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创新药上市且加入到出海的征程中，

创新药销售份额扩大，叠加海外高支付能力，中国创新药药企扩展海外市场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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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械出海：国内外盈利空间差距大，本土企业出海寻出路

海外医疗器械市场定价高，盈利空间大；国内带量采购政策显著降
价，压缩企业盈利空间，本土企业需出海寻找新机遇

来源：公司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 海外医疗器械市场盈利空间大

海外发达国家医疗器械市场定价普遍较高，同样类型的产品在海外市场销售将有望获得更高的利润空间。

以PCI冠脉支架植入及骨科膝关节植入手术为例，外资品牌冠脉支架海外销售单价普遍在2,000元以上，国

内集采后目前终端价格不到800元人民币；此外美国、新加坡等地区膝关节植入手术价格相比中国也要显著

更高。这种价格差异主要源于海外市场的经济发展水平、消费能力、医疗保障制度以及市场竞争格局等多

方面因素。

外资品牌国内外冠脉支架产品销售价格及手术植入价格

798 798 786

2,171

2,704 2,758

雅培 波士顿科学 美敦力

中国销售单价

亚太其他地区销售单价

时间 产品 采购量 平均降幅

2020年11月 冠脉支架 70% 93%

2021年09月 人工关节 90% 82%

2022年07月 骨科脊柱 90% 84%

2023年11月 人工晶体及运动医学 - 约70%

单位：[元] 单位：[万元]

◼ 带量采购政策下降价风潮席卷，企业出海寻求发展新机遇

在中国，自2020年以来，以“国采+省级联盟”模式为主导的带量采购政策广泛实施，对医疗器械市场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带量采购政策旨在通过集中采购、以量换价的方式降低医疗器械的采购成本，从而减轻患者

负担和医保支出压力。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国内医疗器械价格降幅显著，平均降幅达到了66.1%。例如，

冠脉支架和人工关节等产品的价格降幅分别达到了93%和82%。这种大幅度的降价无疑压缩了国内医疗器械

企业的盈利空间，使得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面临国内市场竞争压力，本土企业出海成为了必要的战略选择。通过拓展海外市场，企业可以寻找新的增

长点和发展空间，避免国内市场的价格战和利润压缩。同时，海外市场的高定价和可观的盈利空间也为企

业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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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墨西哥 新加坡 泰国 印度 中国

全国范围医疗器械带量采购情况，2020-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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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实习课程

内容授权商用、上市

招股书引用

募投可研、尽调、IRPR等研究咨询

定制报告/词条

与头豹合作的多样性

头豹研究院
咨询/合作

网址：www.leadleo.com

电话：13080197867（李先生）

电话：18621660149（郝先生）

深圳市华润置地大厦E座41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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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遇到以下难题需要我们的支持？

难题1
市场规模的分析缺乏第三方背书？无法辨别数据来源的有效性及

可靠性？

◼ 若您有融资背书用途，医疗健康团队提供对于医疗市场如器械设备、IVD、药物CXO、传

统药品、生物医药、前沿技术相关的市场规模空间测算及第三方背书服务

◼ 若您有IPO用途，医疗健康团队也提供数据在招股书的二次引用

难题2 缺乏曝光度及公信力？无法被资本市场关注？

◼ 医疗健康团队提供行业调研及企业品牌植入服务，帮助to B端的药械厂商梳理行业现状，

传播至向分销商，也可帮助to C端的企业宣传推广与案例植入服务传播至终端用户群体

难题3
市场不了解您的赛道，需要市场教育、合规教育？或遇到赛道早

期，市面上没有相关的研究报告？

◼ 医疗健康团队提供行业研究报告及白皮书服务，通过文献研究、案头研究及一手研究等相

关方法，全面梳理医疗行业维度，包括但不限于新兴/成熟赛道的行业研究、及定制化的深

度研究

头豹研究院
咨询/合作

网址：www.leadleo.com

电话：13080197867（李先生）

电话：18621660149（郝先生）

深圳市华润置地大厦E座41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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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

◆ 头豹研究院布局中国市场，深入研究19大行业，持续跟踪532个垂直行业的市场变化，已沉淀超过100万

行业研究价值数据元素，完成超过1万个独立的研究咨询项目。

◆ 头豹研究院依托中国活跃的经济环境，研究内容覆盖整个行业发展周期，伴随着行业内企业的创立，发

展，扩张，到企业上市及上市后的成熟期，头豹各行业研究员积极探索和评估行业中多变的产业模式，

企业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以专业视野解读行业的沿革。

◆ 头豹研究院融合传统与新型的研究方法论，采用自主研发算法，结合行业交叉大数据，通过多元化调研

方法，挖掘定量数据背后根因，剖析定性内容背后的逻辑，客观真实地阐述行业现状，前瞻性地预测行

业未来发展趋势，在研究院的每一份研究报告中，完整地呈现行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 头豹研究院密切关注行业发展最新动向，报告内容及数据会随着行业发展、技术革新、竞争格局变化、

政策法规颁布、市场调研深入，保持不断更新与优化。

◆ 头豹研究院秉承匠心研究，砥砺前行的宗旨，以战略发展的视角分析行业，从执行落地的层面阐述观点，

为每一位读者提供有深度有价值的研究报告。

◆ 本报告著作权归头豹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刻、发表或引用。

若征得头豹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头豹研究院”，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或修改。

◆ 本报告分析师具有专业研究能力，保证报告数据均来自合法合规渠道，观点产出及数据分析基于分析师

对行业的客观理解，本报告不受任何第三方授意或影响。

◆ 本报告所涉及的观点或信息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证券或基金投资建议。本报告仅在相关法律许可的情

况下发放，并仅为提供信息而发放，概不构成任何广告或证券研究报告。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头豹可

能会为报告中提及的企业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融资或咨询等相关服务。

◆ 本报告的部分信息来源于公开资料，头豹对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不做任何保证。本报告

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头豹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过往报告中的描述不应作为日后的表现

依据。在不同时期，头豹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或文章。头豹均不保证本

报告所含信息保持在最新状态。同时，头豹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读者

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任何机构或个人应对其利用本报告的数据、分析、研究、部分或者全

部内容所进行的一切活动负责并承担该等活动所导致的任何损失或伤害。

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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