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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产业进入新阶段

l 在经历疫情以及相关医疗卫生政策的带动和刺激后，2023年以来国内医疗器械发展进入平稳状态。 

⭕数据来源：医装数胜（设备市场数据库、耗材市场数据库、手术量数据库、投融资数据库、全球进出口贸易数据库、全球产品注册库）

指数为综合指数，由行业景气度、企业成长力、研发创新力和投资活跃度四项一级指标数据，近20项二级指标综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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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两端政策协同发力

l 供给端：发改、工信和药监等部门出台政策引导国内医疗器械研发生产走向高端化，加速创新发展与应用。

⭕资料来源：医装数胜整理

文件名称 发布单位 发布日期（2024年） 要点内容

全国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工作会议

（年度监管工作重点任务）
国家药监局 1月18日至19日

将加快高端医疗器械产品上市作为重点，持续深化医疗器械的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重点加快推

进医疗器械管理法的起草，加快完善器械监管基础的支撑体系。

《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工信部联科〔2024〕12号）
工信部等七部门 1月18日

研发融合数字孪生、脑机交互等先进技术的高端医疗装备和健康用品，打造智能适老的医疗健

康终端，提升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质量鼓励探索在医疗康复等典型领域的应用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 国家发改委 2月1日

明确高端医疗器械创新发展支持的范围：新型基因、蛋白和细胞诊断设备，高性能医学影像设

备，新型医用诊断设备和试剂，高端放射治疗设备，人工智能辅助医疗设备，危重症生命支持

设备，移动与远程诊疗设备，高端康复辅助器具，手术机器人等高端外科设备及耗材，高端植

入介入产品，生物医用材料、增材制造技术开发与应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管理法

（草案征求意见稿）》
国家药监局 8月28日

草案着重强调了要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完善招标采购、医疗收费、医疗保

险等政策，支持创新医疗器械临床推广和使用。鼓励医疗机构优先采购使用创新医疗器械。

《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2024年版）》

（工重装函〔2024〕254号）
工信部 9月2日

指导目录涉及内窥镜计算机手术系统、正电子发射磁共振成像装备（PET/MR）、质子治疗设备、

体外膜氧合系统等多款高端医疗设备



sa15kcwFpWNwKMlS2DN6frRpUKPE5AcCPUecK/ji7l3WR/WAnx7dMexaBBgieJKA

l 需求端：在医保控费的大背景下，集中化、规范化采购成为医疗器械采购/配置和升级更新的重要手段和要求。

⭕资料来源：医装数胜整理

主题 文件名称 发布单位 发布日期

高值耗材集采 《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协议期满接续采购公告（第2号）》 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 2024年4月30日

医疗合规采购 《关于印发2024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 国家卫健委 2024年5月17日

医疗设备配置

《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管理目录（2023年）》 国家卫健委  2023年3月21日 

《关于加强重症医学医疗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国卫医政发〔2024〕14号） 国家卫健委 2024年5月6日

医疗设备更新 《关于推动医疗卫生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家疾控局
2024年5月29日

县域医疗下沉

《关于加快推进县级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国家中医药局等5部门 2024年9月13日

《关于进一步健全机制推动城市医疗资源向县级医院和城乡基层下沉的通知》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局 国家疾控局 2024年4月28日

《县级综合医院设备配置标准》 国家卫健委 2023年7月26日
（2024年1月1日实施）

《“千县工程”县医院综合能力提升工作方案（2021-2025年）》 国家卫健委 2021年10月27日



医疗器械市场发展态势

l 国内医疗器械整体市场近三年来增长放缓，2024年上半年市场规模同比下降8%，主要是医疗设备领域市场需求

被压制影响所致。

⭕数据来源：医装数胜市场规模基于样本数据测算分析（CAGR指复合增长率，YOY指同比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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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在经历2020-2023年疫情、贸易管制等因素影响后，2024年上半年中国医疗器械贸易继续保持出口顺差，其中

医用耗材、IVD出口均增长超过6%。预计全年医疗器械出口额将高于去年，时隔三年后实现出口贸易增长。

⭕数据来源：医装数胜全球贸易数据库（增速按人民币口径统计，其中IVD含试剂和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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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领域市场分化显著

l 医疗设备：国内市场短期显著承压，大部分领域受医疗反腐影响招投标放缓，医院存在“采购犹豫”情况。医学影像

设备、外科手术设备出口增长一定程度上缓解内需压力，生命支持设备国内及出口市场出现双下降。

⭕数据来源：医装数胜设备市场数据库、全球贸易数据库（增速按人民币口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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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医装数胜设备市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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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设备各产品同比降幅相对一致，内镜、呼吸机和麻醉机、医用电子加速器为带动各领域下降的主要产品。



l 高值耗材：国内市场板块分化显著，血管介入、血液净化和神经外科领域耗材呈现高增长趋势，骨科领域仍在消

化集采降价影响。出口贸易与国内市场整体同频增长，其中血管支架、人造关节出口分别同比增长29%、7%。

⭕数据来源：医装数胜耗材市场数据库（参照医保医用耗材目录归类）、全球贸易数据库（增速按人民币口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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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低值耗材：在经历1年左右下游去库存后，2024年市场逐渐恢复到增长趋势，其中透明质酸、胶原蛋白类功能性

敷料市场增长迅速。与此同时，海外订单有序恢复。

⭕数据来源：医装数胜耗材市场数据库（参照医保医用耗材目录归类）、全球贸易数据库（增速按人民币口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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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VD领域：受DRGs、集采政策叠加影响，生化试剂等用量大、竞争充分、国产化率较高的领域面临较大降价压

力（2024上半年江西省牵头肝功生化类检测试剂集采全面实施），企业加快出海步伐。

⭕数据来源：医装数胜耗材市场数据库、全球贸易数据库（增速按人民币口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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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市场差异化机遇

l 东部地区省份医疗器械产业规模排名靠前，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江西等中部省份规模增速相对亮眼。

⭕数据来源：医装数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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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从区域院端采购需求来看，医疗资源下沉趋势明显，整体上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一般地级市采购增速逐级增加。

⭕数据来源：医装数胜；其中省会城市不含“北上广”，含重庆市、天津市。

国内城市类型&医院等级医疗设备采购规模年复合增速（2019-2023）

省会城市 2024前三季度
采购规模排名

2024前三季度
采购规模同比增速

2024前三季度
采购规模同比增速排名

上海市 1 -24.38% 16
北京市 2 -16.17% 14
广州市 3 -28.30% 18
杭州市 4 28.52% 3
成都市 5 -12.89% 13
郑州市 6 -33.82% 20
武汉市 7 -11.40% 12
济南市 8 1.02% 8
长春市 9 15.18% 4
昆明市 10 30.02% 2
贵阳市 11 33.99% 1
南京市 12 13.39% 5
重庆市 13 -60.68% 30
天津市 14 -26.64% 17
南宁市 15 -10.91% 11

石家庄市 16 6.02% 7
哈尔滨市 17 -2.90% 9
长沙市 18 -30.30% 19
南昌市 19 -45.16% 23

乌鲁木齐市 20 12.19% 6
福州市 21 -49.53% 26
西安市 22 -60.19% 29
沈阳市 23 -46.35% 25
合肥市 24 -35.84% 21
兰州市 25 -57.14% 28
银川市 26 -45.80% 24

呼和浩特市 27 -41.63% 22
西宁市 28 -9.82% 10
海口市 29 -49.74% 27
太原市 30 -81.86% 31
拉萨市 31 -16.41% 15

医院
等级城市

分级

0-6% 6-12% 12-18%

2024年前三季度省会城市医疗设备采购规模及增速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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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耗材：继冠脉支架、人工关节类、骨科脊柱类、人工晶体类及运动医学类高值医用耗材国采之后，第五批高值医

用耗材（人工耳蜗类、外周血管支架类）国采正式启动。

⭕资料来源：医装数胜整理

集中采购持续推进

采购种类 京 津 冀 晋 蒙 辽 吉 黑 沪 苏 浙 皖 闽 赣 鲁 豫 鄂 湘 粤 桂 川 贵 滇 藏 陕 甘 青 宁 新 渝 琼
冠脉支架

人工关节

骨科创伤类

骨科外固定类

骨科脊柱类

人工晶体

人工耳蜗类

外周血管支架类

冠脉扩张球囊

冠脉药物球囊

心脏起搏器

吻合器

冠脉导引导丝

超声刀（头）

......

国家项目 省级联盟项目 省级项目 市级联盟项目

国内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进程图（截至2024年11月中旬）



• 2024年集采产品主要集中在心血管、骨科、血液净化、非血管介入、体外诊断试剂等领域。截止目前，在国内医

保结算费用排名靠前重点医用耗材中，省际联盟集采覆盖近90%产品，省级集采覆盖67%产品。

⭕资料来源：医装数胜整理

医保结算费用排名靠前重点耗材集采进展（截至2024年11月中旬）

国家级 省际联盟 省级独立
人工关节类 血液透析器 创口敷料类

人工耳蜗类 血液滤过器 植入式给药装置（输液港）专用针

外周血管支架类 血液净化装置体外循环管路 一次性使用内窥镜用注射针

/

动静脉瘘穿刺针和透析用留置针 一次性使用静脉营养输液袋

电生理类 一次性使用输血器 重力输血式 带针

超声刀头类 动脉采血器

腔镜切割吻/缝合器类 一次性使用微创扩张引流套件

弹簧圈类 泌尿取石网篮

无针连接件 骨科创伤类

肝素帽 一次性使用输液器

一次性使用鼻胃管 静脉留置针类

一次性使用鼻胃肠管 吻合器类

一次性使用静脉营养袋 非侵入式血管止血装置

一次性使用负压引流护创材料 环形（柄）注射器

血液透析器 三联（连）三通

非连续性血液滤过器 一次性使用导尿包

非连续性血液净化装置体外循环管路 一次性使用导尿管

医用胶 一次性使用人体静脉血样采集针

一次性使用动静脉瘘穿刺针 真空采血管

透析用留置针 预充式导管冲洗器

肝功生化类检测试剂 留置针贴

肾功能生化类检测试剂 无针输液接头

心肌酶生化类检测试剂 输液器

血管组织闭合用结扎夹类 吸氧装置（一次性使用一体式吸氧管）

冠脉导引导管 气管插管

冠脉导引导丝 防粘连材料类

输液器 为输液港

预充式导管冲洗器 CVC 中心静脉导管（经中心静脉路入）

血液透析浓缩物 PICC 中心静脉导管（经外周静脉路入）

微导管（含套装） 造影导管

微导丝 造影导丝

明胶海绵 血管鞘

栓塞胶 血管止血装置

栓塞微球 心脏起搏器类

糖代谢等生化类检测试剂 心脏除颤器类

乳房旋切针 心脏起搏除颤器配套使用的导线类

...

血糖试纸

一体式吸氧管

...

2024年1-11月中旬我国医用耗材产品/品种范围覆盖情况



• 耗材集采对行业发展格局带来颠覆式的影响。以超声刀头为例，自2020年福建省首次集中带量采购以来，市场集

中度CR4由2021年的75%下降至2024年的57%，竞争更加充分，进口品牌市场份额出现了一定程度下降。

⭕数据来源：医装数胜耗材市场数据库

2021 VS 2024年中国超声刀头市场竞争格局变化（按数量） 《关于公布超声刀头及预充式导管冲洗器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的公告》
超声刀头中选企业和产品注册证中国产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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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医装数胜设备市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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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设备集采规模（亿元） 占医疗设备整体采购规模的比例

l 设备：近年来国内医疗设备集采规模整体占比基本维持在4.5%左右，其中体外除颤设备、DR、生化分析仪等产

品线集采占比超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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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心电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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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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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除颤设备

部分产品集采规模占本身市场规模比例（202401-09）



⭕数据来源：医装数胜设备市场数据库

• 以超声（US）为例，2024年上半年设备集采大幅提升了国产品牌市场份额（增加12.3%），东软、开立和

飞依诺等国产品牌获得更多的机会。

迈瑞, 40.08%

GE医疗, 21.59%

飞利浦, 13.74%

开立, 5.04%

西门子医疗, 4.22%
其他, 15.32%

2023年H1

迈瑞, 38.57%

GE医疗, 16.22%东软, 10.17%

飞利浦, 8.38%

开立, 5.06%

飞依诺, 4.64%

西门子医疗, 4.25% 其他, 12.72%

2024年H1

设备集采市场各超声品牌份额变化（销售额）



⭕数据来源：医装数胜整理分析

l 医疗卫生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陆续落地实施

发布日期 发布单位 文件名称 要点内容 政策理解

2024.3.7 国务院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

的通知》

到2027年，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教育、文旅、

医疗等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较2023年增长25%以上。

p 支持目标：平均年复合增速为5.74%，驱动国内医疗设备行业正

向增长。

p 资金来源：由超长期国债、地方财政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等资金筹措安排。

p 资金力度：第一批3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根据历年医

疗卫生专项债规模占比，预计国债资金中分配给医疗领域的比

例约8%（即240亿元），有望带动医疗设备更新规模达600亿元。

p 申报要求：不再设置“项目总投资不低于1亿元”要求，支持中

小企业设备更新 

p 贴息利好：财政部安排设备更新贷款贴息资金200亿元，目前已

拨付第一笔贴息资金80亿元，医疗等涉及多个行业。

2024.5.29

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

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家疾控局

《关于推动医疗卫生领域

设备更新实施方案的通知》

到2027 年，医疗卫生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较2023 年增长

25％以上，主要大型医疗设备百万人口拥有量基本达

到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端医疗设备短板加快补

齐，县域基层医疗设备条件持续改善

2024.6.21

财政部、国家发改委、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

管总局

《关于实施设备更新贷款

财政贴息政策的通知》

银行向经营主体发放的贷款符合再贷款报销条件的，

中央财政对经营主体的银行贷款本金贴息1个百分点。

按照相关贷款资金划付供应商账户之日起予以贴息，

贴息期限不超过2年。

2024.7.24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

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的若干措施》

 统筹安排3000亿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原则上

3000亿要分配到：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教育、

文旅、医疗七个领域。

设备更新长期利好



⭕数据来源：医装数胜

l 截至11月底，全国医疗设备更新采购意向预算总金额达196亿元，项目共计613个；招标公告已披露的预算总金额

超过61亿元，项目共计69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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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4年11月底医疗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招标情况

预算金额（仅披露） 项目数量



l 招标设备品种：截至11月底，全国各省设备更新招标采购品种（细分品种）达259个，超声影像诊断设备是各省

份采购的重点产品。最近一周，广东、甘肃、贵州和北京采购产品品种均超10个。

⭕数据来源：医装数胜整理分析；方格内颜色深浅表示该省份采购意向中该产品的采购频次排名，颜色越深，采购频次排名越高，只标记各省前三。

产品类别 黑龙江 云南 北京 新疆 广东 安徽 河北 福建 甘肃 湖北

超声影像诊断设备

计算机断层摄影X射线机（CT）

磁共振成像设备

数字化X射线诊断系统（DR）

生化分析仪器

消化道内镜

胸腹腔镜

血细胞分析仪

多功能监护仪

血管造影X射线机（DSA）

麻醉机

移动式C形臂X射线机（含O形/G形）

血液透析设备

凝血分析仪

鼻咽喉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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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医装数胜

l 第一批设备更新预计拉动600亿元医疗设备采购规模。截至11月底，县域医共体设备更新进入采购意向阶段的金

额约占40.4%，进入招标阶段的金额约占8.0%；城市医院采购意向约29.5%，招标进度约11.1%。

设备更新规模预计占比
70%，约42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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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更新规模预计占比
30%，约180亿元



⭕数据来源：医装数胜整理。红色字体为最新一周有变动的情况，括号内值为最新一周增量

l 截至11月底，多数省份医院开展了设备更新工作，项目陆续进入到采购意向和招标阶段。

省份名称 设备更新开展方式 设备更新批复金额（亿元） 拟建项目数量 采购意向项目数量 招标公告数量

黑龙江省 项目审批平台 100.99 263 19(+1) 110(+1)
江西省 省级统筹 97.93 118 26(+1) 26
广东省 省级统筹，市级为辅 68.04 31 50 43(+2)
湖北省 省级统筹，市级为辅 63.27 178(+1) 31(+1) 34(+3)
安徽省 省级统筹 59.48 84 19 29(+1)
湖南省 市级统筹 51.75 77 28(+4) 5
福建省 项目审批平台，省级为辅 48.25 133 22 17(+2)
浙江省 暂无 34.75 47(+1) 36(+1) 14(+2)
重庆市 省级统筹 26.88 10 24(+1) 6
山东省 项目审批平台 18.41 171 29(+1) 21(+1)
吉林省 市级统筹，县级为辅 5.88 9 10 11(+1)
河北省 省级统筹 3.83 81 19 24
河南省 项目审批平台，市级为辅 3.41 62 6 22(+4)
山西省 暂无 4.7(+0.23) 14(+1) 11 12(+2)
江苏省 暂无 3.2 26 28(+3) 18(+1)

内蒙古自治区 暂无 2.98 3 17 18(+1)
陕西省 暂无 2.94 36(+1) 20(+1) 12(+2)
甘肃省 项目审批平台 0.93 18 10 29(+3)
贵州省 暂无 0.66 18 22(+1) 15(+3)
云南省 项目审批平台 0.51 14 34 45(+1)

宁夏回族自治区 项目审批平台 0.22 9 7 13(+1)
北京市 省级统筹 0.11 10 26 49(+8)
辽宁省 项目审批平台 0.07 22 11 10(+1)
四川省 暂无 0.04 22(+1) 40(+3) 23
上海市 省级统筹 0 3 1 8

广西壮族自治区 省级统筹 0 19 4(+1) 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省级统筹 0 22 27(+1) 34(+6)

海南省 暂无 0 11 14 11(+1)
天津市 暂无 0 2 5 3
青海省 暂无 0 1 12 4(+2)

西藏自治区 暂无 未披露 未披露 2 未披露



l  医疗反腐边际影响逐渐降低，叠加24下半年医疗设备以旧换新资金配套，在行业运作模式更加合规的同时，5月

份以来需求端维持显著上升趋势。

⭕数据来源：医装数胜设备市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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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年11月国内医疗设备采购额变化情况

财政贴息贷款

ICU设备紧急配置 加强重症医学建设

医疗反腐          政策纠偏 

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证放开

医疗设备更新方案发布实施

《县级综合医院设备配置标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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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9月国内县级医院和城市医院公开招采情况

县级医院 城市医院

医疗资源不断下沉

l  县级医院在所有公立医院设备采购规模占比维持在30%左右，5月份以来设备采购节奏与城市医院基本一致。

⭕数据来源：医装数胜设备市场数据库、医疗机构库；参照《关于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12〕33号）》，县级医院特指县及县级市公立医院。县级医院统计范围为
区域位于县、县级市或撤县设区的公立医院，市各行政区不纳入统计，2023年数量为778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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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参照国家卫健委《关于通报 2023 年度县医院医疗服务能力评估情况的函》，县医院在血液内科、胸外科、麻醉科等

专科设备配置上同样存在较大空间，内外资品牌加速抢占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医装数胜设备市场数据库；
地区划分：东部10省（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6省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12省（区、市）包括内蒙古、
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3省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截至2023年底县级医院部分设备配置情况

产品 区域 品牌（近五年新增配置的主要品牌）

血细胞分析仪

东部 迈瑞医疗、希森美康、帝迈生物、雅培医疗、迪瑞医疗

中部 迈瑞医疗、希森美康、帝迈生物、优利特、迈克生物

西部 迈瑞医疗、希森美康、优利特、帝迈生物、蓝韵

东北 迈瑞医疗、希森美康、帝迈生物、优利特、迪瑞医疗

病人监护仪

东部 迈瑞医疗、理邦仪器、飞利浦、科曼、GE医疗

中部 迈瑞医疗、理邦仪器、科曼、宝莱特、重典

西部 迈瑞医疗、科曼、飞利浦、理邦仪器、宝莱特

东北 迈瑞医疗、飞利浦、理邦仪器、科曼、宝莱特

呼吸麻醉机

东部 迈瑞医疗、德尔格、GE医疗、科曼、律维施泰因

中部 迈瑞医疗、谊安、易世恒、GE医疗、科曼、德尔格

西部 德尔格、迈瑞医疗、科曼、GE医疗、谊安

东北 迈瑞医疗、科曼

血液透析机

东部 费森尤斯、贝朗、威高、百特金宝、东丽医疗

中部 费森尤斯、贝朗、威高、山外山、百特金宝

西部 威高、费森尤斯、贝朗、山外山、百特金宝

东北 威高、费森尤斯、贝朗、尼普洛、山外山

产品 区域 品牌（近五年新增配置数量前五品牌）

CT

东部 GE医疗、西门子医疗、联影医疗、飞利浦、东软医疗

中部 GE医疗、联影医疗、西门子医疗、飞利浦、东软医疗

西部 联影医疗、GE医疗、西门子医疗、飞利浦、东软医疗

东北 GE医疗、西门子医疗、飞利浦、联影医疗、东软医疗

MRI

东部 GE医疗、联影医疗、西门子医疗、飞利浦、康达洲际

中部 GE医疗、西门子医疗、联影医疗、飞利浦、东软医疗

西部 西门子医疗、GE医疗、联影医疗、飞利浦、东软医疗

东北 GE医疗、西门子医疗、飞利浦、联影医疗、万东医疗

DR

东部 GE医疗、联影医疗、西门子医疗、普爱医疗、飞利浦

中部 万东医疗、普爱医疗、GE医疗、西门子医疗、安健科技
西部 普爱医疗、联影医疗、万东医疗、西门子医疗、GE医疗
东北 普爱医疗、西门子医疗、万东医疗、深图、安健科技

全身/便携
式超声

东部 GE医疗、飞利浦、迈瑞医疗、富士、开立医疗

中部 迈瑞医疗、GE医疗、飞利浦、开立医疗、西门子医疗

西部 迈瑞医疗、飞利浦、GE医疗、开立医疗、西门子医疗

东北 飞利浦、GE医疗、迈瑞医疗、西门子医疗、飞依诺

DSA

东部 飞利浦、西门子医疗、GE医疗、万东医疗、东软医疗

中部 飞利浦、西门子医疗、GE医疗、万东医疗、东软医疗

西部 飞利浦、西门子医疗、GE医疗、万东医疗、东软医疗

东北 飞利浦、西门子医疗、GE医疗、万东医疗、东软医疗



北京医装数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医装数胜”）是中国医学装备协会数据服务平台，致力于

“数据驱动医学装备产业创新发展”，主要从事医学装备行业咨询、数据发布及数据智能服务。

北京医装数胜科技有限公司简介

类型 服务内容 服务简述 需求场景 部分案例

行业

咨询

市场调研

对指定细分领域或产品，从产品分类界定、技术

进展、市场分析、竞争分析、临床应用等开展分

析与调研访谈，解析行业现状，或揭示投资布局

机会、风险及布局建议等。

• 新进入领域市场调研（可研）
• 现有业务市场分析（业务增长策略）
• IPO招股书（行业及市场分析）
• 行业洞察（蓝/白/绿皮书等）

市场监测
对指定医疗器械产品或产品组合开展市场监测

（周/月度/季度），便于及时掌握政策、新技术

/产品、市场、行业参与者动态信息。

• 国内市场监测
• 海外市场监测
• 行业监测（行业季报等）

市场地位认证
针对企业市场占有率证明需求，提供产品市场规

模测算、市场占有率及排名分析。

• IPO招股书（市占率排名数据支持）
• 品牌宣传（市场推广）
• 专精特新申报（小巨人、单项冠军）

产业

咨询

发展报告
围绕产业规模、产业结构、创新情况、特色领域

等总结区域产业现状及亮点，并针对存在问题提

出建议。

• 产业调研（产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等）
• 发展总结（药监部门）

产业规划
发展目标、产业定位、重点项目、产业服务平台、

招商策略以及保障措施等内容编制。

• 园区规划（产业园、高新区/开发区）
• 产业策划（发展规划、行动计划等）

Medical Device Intelligence



数智服务(BI)



朝阳区惠新东街甲四号富盛大厦2座7层（中国医学装备协会）

嘉定区江桥镇金园五路601号1B幢101室

越秀区东风东路745号紫园商务大厦512-513室

北京

上海

广州15521121350 杨雳
微信添加请注明单位 

更多行业数据、报告
关注医装数胜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