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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 5 个机械手臂的腔镜手术机器人，让

微创手术更精准；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 CT，

可以快速完成影像检测……日前，在重庆举办

的 2024 中国医学装备展览会上，各类国产医

学装备让人目不暇接。

这是近年来我国医学装备产业快速发展

的缩影。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的数据显示，2023
年我国医学装备市场规模达 1.27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0.4％。“国产医学装备在医疗卫生机构

的占比大幅提高，助力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中

国医学装备协会理事长侯岩说。

国产品牌迈上高端
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在 2024 中国医学装备展览会上，联影医

疗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展出 uCT 968，搭载自

主研发的技术平台，融合深度学习人工智能技

术，实现低剂量高清成像全面优化。此外还展

出了自主研发的 CT 一体化直线加速器、神经

外科手术机器人、医用核磁共振成像设备等高

端产品。迈瑞医疗、东软医疗、新华医疗等企

业也展出了多款高端医学装备。

近年来，我国高端医学装备生产发展加

快。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底，全

国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达 36675 家，其中，可生

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企业 2670 家，同比增长

15.48%。从产品首次注册数量来看，2023 年，

境内第三类医疗器械产品首次注册数量达到

2079 件，同比增长 12.74%；从高端医学装备领

域招投标情况看，2023 年国产品牌中标总金

额占比为 34.7%，比上年增加 2.7 个百分点。

我国对医疗器械有着严格分类，其中第三

类医疗器械是最高级别的医疗器械，如植入式

心脏起搏器、医用核磁共振成像设备、CT、医

用直线加速器等。“高端产品不断涌现，反映了

我国医学装备产业正朝着更高端、专业、创新、

规范的方向发展。”侯岩说。

我国医学装备产业投融资活跃，企业不断

发展壮大。2023 年全球医疗装备企业 100 强

榜单中，我国有十余家医疗装备企业上榜，且

排名有所上升。

“目前，我国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领

域已形成 5 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高东升说，我国医学

装备市场规模保持快速增长态势，高端产品不

断出现，供给能力持续提升，有力促进优质医

疗资源惠及更多群众。

自主创新显著增强
优质产品走向世界

2020 年 3 月，我国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碳离子治疗系统在甘肃武威肿瘤医院重离

子中心投入临床应用。目前全国还有 6 台碳

离子治疗系统正在建设中。

2021 年 11 月，苏州同心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研发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磁

悬浮人工心脏获批上市，现已有 40 多家医院

开展了国产全磁悬浮人工心脏植入手术。

2023 年 2 月，航天新长征医疗器械（北京）

有限公司研制的辉昇—Ⅰ型体外肺支持辅助

设备（ECMO）在北京协和医院发布上市，打

破了国外企业的垄断……

创新医疗器械成果加速涌现，中国医学装

备协会的数据显示，2023 年，医学装备专利申

请量达到 13.8 万多件，占全球的 67％，位居首

位。截至 2023 年底，我国已有 250 个第三类创

新医疗器械产品获批上市，不断填补相关领域

空白。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3 年底，我国共有

63 款医学装备人工智能产品和 61 款医用机器

人获批上市。中国医学装备协会专家委员会

常务副主任委员赵自林表示，在政策支持和临

床需求的推动下，我国医学装备人工智能产品

和医用机器人快速发展，产业链不断优化，算

法技术和算力水平持续提升，产品快速升级

迭代。

随着我国高端医学装备的发展，更多优质

产品走出国门。在印度尼西亚，重庆海扶医疗

原创的“海扶刀”为患者带来了治疗的新选择；

在巴西爱因斯坦医院，迈瑞医疗的医学装备帮

助该院实现数字化转型；在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东软医疗的 CT、医用核磁共振成像设备

为患者带来更多便利……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3 年在医疗器械

进 出 口 总 额 中 ，医 疗 设 备 类 出 口 同 比 增 长

5.4％，相比 2019 年增长 54.8％。“如今，越来越

多的中国高端医疗装备进入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中国智造’得到更多认可。”东软医疗首

席执行官武少杰说。

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持续提升原创能力

今年 3 月，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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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医学装备产业发展取得突

破，但目前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为

突出，在关键核心技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

定 、创 新 产 品 推 广 应 用 等 方 面 还 存 在 一 定

短板。

为了促进医学装备创新，国家卫生健康委

成立了科技创新领导小组。国家卫生健康委

副主任于学军表示，推动医学装备创新发展，

需要医疗机构、学术机构、企业等多方主体合

力推进，打通研发制造、成果转化、临床应用等

各环节各领域；要深化医工协同，发挥各方面

资源优势，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以应

用促生产、促研发、促创新。

“要加快医学装备创新攻关，聚焦产业链

短板环节，发挥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高东

升说，要支持一批高端医疗装备及关键零部件

实现技术突破，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

水平，支持产学研检医联合建设一批医疗装备

中试验证平台。

“国家药监局将资源进一步向高端医疗器

械领域倾斜。”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注册管理

司副司长杜惠琴介绍，对于国产创新医疗器

械，按照“提前介入、一企一策、全程指导、联审

联动”的原则全力支持。国家药监局正在筹备

组建高端医疗装备创新合作平台，专注手术机

器人、医学影像、人工智能、生物材料等重点医

疗器械创新领域，推进产学研用管各方协同

发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首都医科大学神经外科

学院院长赵继宗认为，发展高端医学装备，需

要加强各方面通力合作和人才培养，出台系统性

政策，有效推动学科交叉、医工结合。

上图为观众在 2024 中国医学装备展览会

上参观手术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数据来源：国家药监局、中国医学装备协会

制图：沈亦伶

我国医学装备市场规模达1.27万亿元

国产医学装备 惠及更多群众
本报记者 申少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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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的医学
装备产业快速发展，2023
年市场规模达 1.27 万亿
元。国产品牌迈上高端，
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目前，我国生物医药及高
端医疗器械领域已形成 5
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产
业集群，国产医学装备在
医疗卫生机构占比大幅
提高，助力卫生健康事业
发展。

本报北京 4月 19日电 （记者杨昊）记者从青年马克思

主义者培养工程全国班 2023 年度结业式暨 2024 年度开

班式上获悉：自 2007 年启动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

工程（以下简称“青马工程”）以来，已累计培养学员超过

450 万人。

“青马工程”旨在把各领域中的青年优秀分子选拔出

来，通过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成长为理想远

大、信念坚定、素质全面、作风优良的青年马克思主义

者。目前已覆盖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333 个地市级行政区、2700 个县级行政区、2679 所高校、

102 家中央企业及其二级单位。

2023 年开展“青马读书会”等学习活动超过 10 万场

次，带动超过 500 万人次青年参与理论学习，依托“青马

学员说”等多种形式举办宣讲超过 10 万场次。同时，超

20 万名“青马工程”高校学员参与实践锻炼，超过 10 万人

次的学员投身志愿服务。

据悉，今年全国班增设财税金融班，调整设立“两企

三新”班，启动实施首期科技、文化与新闻传播、全球治理

等 3 个培养专项。

“青马工程”培养学员超 450万人

本报北京 4 月 19 日电 （记者

丁雅诵）教育部近日印发《进一步做

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

的通知》，旨在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

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提升教育

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推

动形成新质生产力，更好服务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

通知明确，实施本科专业目录

年度更新发布机制，高校本科招生

专业按照更新公布的《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专业目录》执行。实施专业

设置预申报制度，高校应根据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区域发展急需和自

身办学定位、办学条件等，提前谋划

增设专业。高校申请增设专业（不

含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第二学士学

位专业），原则上应列入学校学科专

业 发 展 规 划 ，提 前 1 年 进 行 预 申

报。连续五年停止招生且无在校学

生的专业，原则上应予撤销。

通 知 强 调 ，把 好 专 业 质 量 关 ，

高校应对拟增设专业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进行调研、论证，突出高校

办学特色，优化师资队伍和教学资

源 配 置 ，提 出 科 学 的 人 才 培 养 方

案，保障专业设置质量，建强专业

设置评议专家组织，落实专业建设

质量年度报告制度，主动公开接受

社会监督。此外各地要加强省级

统筹和指导，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立足服务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综合应用政策指导、资源配置、资金安排等

措施，引导高校增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区域发

展急需紧缺专业，建设特色优势专业群，淘汰不符合经

济社会发展和学校办学定位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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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月 19日电 （记者刘温馨）近日，国家森

防指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召开全国森林

草原防灭火基层规范化管理工作会议，聚焦下功夫解决

“火源管控力度不够、人民防线筑的不牢”两个普遍性突

出问题和火灾扑救安全，总结交流乡镇森林草原防灭火

工作规范化管理经验做法，强化基层主体责任意识，扎实

推动末梢见效。

会议要求全力从源头上降低安全风险，不断提升本

质安全水平。要以乡镇规范化管理为主要抓手，推动措

施在基层末梢落地见效。要创新工作手段，为解决“两个

普遍性突出问题”提供内生动力。要切实强化扑救安全，

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当前特别是“五一”假期期间，森林草原防灭火形势

严峻复杂。各地要坚决贯彻落实“预防在先、发现在早、

处置在小”的工作要求，着眼“早发现、快处置、保安全”，

深入细致抓好火灾防控各项工作。

强化基层主体责任意识

深入细致抓好火灾防控各项工作

本版责编

吴 燕 臧春蕾 张伟昊

本报济南 4 月 19 日电

（记者王沛）山东省政府新

闻办公室 19 日举行新闻发

布会，宣布第三届山东人才

创 新 发 展 大 会 暨 第 十 三 届

“海洽会”在济南启幕。发

布会上公布了 2024 年度重

点人才岗位需求，共征集岗

位需求 2.5 万个，涉及高校、

科研院所、重点企业等 5100
多家用人单位，引才需求总

量达到 10.9 万人。

本届大会以“人才引领

创新 开放赋能发展”为主

题，将有针对性地策划学术

论 坛 、人 才 赛 事 、产 学 研 对

接等活动，为人才融入强省

建设搭建平台。会上，山东

提 出 将 建 设 山 东 科 技 大 市

场 ，完 善 大 会 孵 化 承 接 体

系，促进人才成果落地。

近 年 来 山 东 聚 焦 优 势

领 域 ，推 动 产 才 深 度 融 合 。

数据显示，近 5 年山东全省

每 年 平 均 吸 引 集 聚 青 年 人

才近 80 万人，2023 年引进青

年人才超过 85 万人；全省高

层 次 创 业 人 才 创 办 企 业

1677 家 ，814 家 成 长 为 高 新

技术企业。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周春艳介

绍，今年，山东强化需求导向，主动推介需求岗位和

配套政策，从需求岗位涵盖的产业领域看，超过 70%
的人才需求集中在全省重点发展的 11 条标志性产

业链领域；从需求岗位的层次看，博士需求超过 1.5
万人、硕士需求超过 3 万人、本科需求近 6.5 万人。

山东不断优化人才服务体系，加大金融支持，深

入实施“金润工程”，累计发放“人才贷”99 亿元、提

供“人才险”59 亿元、挂牌“人才板”融资 5.7 亿元；在

日常生活方面，提供医疗保健、子女入学等 29 个方

面一揽子服务，建成人才住房 16.53 万套（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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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北—胜利 1000 千伏特高压输电交流项目，起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变电站，止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胜利变电站，是我国“西

电东送”国家电网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内蒙古第八条特高压输电通道项目工程，计划年内投入运行。

图为 4 月 17 日拍摄的张北—胜利 1000 千伏特高压输电交流项目工程内蒙古段组塔作业施工现场。

王 正摄（影像中国）

本报北京 4月 19日电 （记者张天培）近日，公安部

部署开展“净风”专项行动，组织全国公安机关依法严厉

打击冒用党政机关、军队等名义，生产、销售所谓“特供”

“专供”等假酒犯罪活动，集中侦破一批非法制售“特供

酒”犯罪案件，有效遏制非法制售“特供酒”犯罪活动，有

力净化社会风气，维护党和政府、军队良好形象，切实保

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公安部将重点打击制售“特供酒”包材犯罪，摧毁非

法印刷商标、党政军专用标志的地下“黑窝点”；深入开展

源头打击；加强对电商、直播、社交平台等网上重点部位

的巡查，开展以案释法，加强对制售白酒、印刷、包装、物

流寄递及电商等行业从业人员法治教育，引导公众树立

正确消费观念；健全协同机制，主动对接市场监管等单

位，有效整治“特供酒”乱象。

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有关负责人提示广大消

费者，网上购买高档酒品需谨慎，凡宣称“特供酒”“内供

酒”等均系假酒，一旦发现应积极向公安机关或有关部门

举报，避免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公安部开展专项行动

打击非法制售“特供酒”犯罪


